
8080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23 期·2021 年 12月

2020年 5月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

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之后新发展格局在多次重要会议中被提及。在

中国及其他国家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下，地方院校要

做出成绩，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

充实教师队伍，切实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论文就地方本

科院校人才引进中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点小建

议，以供参考。

次人才的意义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飞速增长的

势头，而人才资源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高层

次人才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第一资源，直接关系到地

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实力与学科建设水平，以及地方本科院

校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伴随着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及一流学科的重大战

略决策部署，“双一流”建设不断深入推进，地方本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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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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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

识，开始不断加快人才引进的步伐。因此，“百万重金诚聘

博士”“高层次人才一事一议”成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引才的

关键内容。基本上现有人才队伍已经不能满足地方本科院校

的高发展需求，使得高层次人才的争夺愈演愈烈 [1]。

次人才的面临的困境

相关文件指出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

件是“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要大于或等

于 25%”“全日制在校生人数与专任教师的比例不超过

17∶ 1”。然而地方本科院校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以硕士为

主，又急于申办硕士点、博士点，导致对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的需求量剧增。此种情况下，只能采取两种形式：内培与外

引。内培即鼓励本校教师继续深造读取博士学位，但此种方

式投入周期较长，而且极易出现人才外流的情况。此时，外

引就成为了快速增加高层次人才数量，提高高层次人才在专

任教师中占比的唯一途径。所以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直接通过

短期内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方式提高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

量，这就导致了对高层次人才的大量需求 [2]。

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片面的追求“申硕”“申博”等

硬指标，缺乏清晰的标准和长远的规划，在人才引进的整个

过程中，没有深入地分析真实的专业需求，与现有的办学特

色不相符，和学科建设联系不紧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够全

面，使得引进的很多高层次人才不能人尽其能，未能发挥应

有的作用。例如，近几年部分实体行业不太景气，导致部分

专业博士非常容易引进，就引进了大量的类似专业博士，远

远超过了学校对此专业的需求 [3]。

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缺少核心竞争力，他们既不在直

辖市，也不在省会城市，只在一个三线甚至四、五线的城市，

这些城市交通不够便利、区位没有优势、经济不够发达，很

多高层次人才考虑到工作和自身发展的问题，他们更愿意去

北上广深工作。以河北为例，毗邻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

不止北京和天津的高层次人才不愿意到河北工作，甚至部分

河北的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也不愿意留在河北工作，更倾向于

去北京或天津发展。这样的虹吸效应就导致了河北的地方本

科院校本身就缺少高层次人才，还随时面临着人才流失的

风险。

地方本科院校一般属地方管理，获得的国家扶持和资

源倾斜相对较少，导致地方本科院校在引才资金投入、学科

建设发展、人才激励政策等方面捉襟见肘。使得对高层次人

才引进后的用人、留人工作做得不到位，制定的人才激励保

障机制不能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加大了高层次人才流失

的风险。

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专任教师的学历以硕士为主，这

类教师受学校重视和重用人才的环境氛围影响，迫切希望提

高学历层次和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然而，高层次人才的培

养是一个耗时耗力的事情，需要学校长远规划，短期内很难

见成效。然而由于地方本科院校急于申办硕士点、博士点，

大部分人才经费都用于高层次人才引进了，导致自有教师培

养经费受限，对学校现有的师资队伍培养力度不足。例如，

学校现有教师取得博士学位后，学校发放的安家费与从其

他地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差别较大；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有住房、解决配偶工作等优惠政策。在这种差别化对待的影

响下，很容易导致学校自有教师取得博士学位后外流的现象

产生 [4]。

才引进策略

地方本科院校在制定高层次人才引进规划时要有全局

意识，立足于自身办学定位和发展实际，长远的规划高层次

人才需求，以岗位需求和学科发展为基础，理性的、科学地

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在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时候首先考察其师

德师风、是否热爱高等教育事业、愿意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力

量。另外，在考核其专业素养，是否符合学科专业发展要求。

组建一批师德高尚、忠诚度高、凝聚力强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地方本科院校应加大对引进人才专项资金的投入，争

取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完善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政策。

在引进方式上，除了继续参加重点高校的校园招聘会、与学

校就业部门联系张挂招聘启事等方式外，还要借助各种网络

招聘平台进行招聘宣传；加强与人才服务机构的合作，能够

更多更快地获取高层次人才信息；强化二级学院主动性，主

动对接国内外高校相关专业，提前联系优秀毕业生，做到精

准引才；开展人才高峰论坛、人才工作会等形式，邀请高层

次人才进行学术交流，提高学校知名度，进而使更多高层次

人才了解到地方本科院校 [5]。

地方本科院校引进人才的初衷是为学科发展、学校发

展作贡献，需要的人才的“才干”。这就要求实现高层次人

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留住和用好才是关键，所以学

校要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进行试用期考核、年度考核、服务

期满考核。地方本科院校要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考核体系，全

面综合考核高层次人才对学校的贡献，树立正确的引人和用

人导向，确保人才用得好，让高层次人才在全面的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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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安心为学校作贡献。从师德师风、思想政治情况、业绩贡

献情况等多方面进行分类评价，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制定不

同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不断提高对高层次人才考核的专

业性和全面性。

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双循环”的新格局下，地方

本科院校要想取得更高、更快的发展，就必须拥有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通过深入分析地方本科院校在高端人才引进中的

困境，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科学地制定符合校情的人才

引进政策，建立多元化人才考核机制等措施打破当前高层次

人才引进的困境，加快推进人才引进变革和高校学科建设速

度，以高质量人才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推动地方本科院校

的高等教育水平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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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比如每周一的爱园日，我们有一个国旗下

表演的环节，中大班班级轮流，轮到的班级在升旗仪式后在

全体幼儿面前表演节目，展示自我；以年段为单位组织的年

段活动中，组织进行“迎国庆 唱红歌”年段活动；在班级

活动中，组织以表演为内容的“班级秀”活动，为幼儿提供

展示自己的舞台，提高幼儿大胆表现自己的能力。在这些活

动中，音乐加入，丰富了活动素材和内容，我们的活动更丰满。

某园的 IN·爱课程是以“浸润式”经验学习的方式践

行实施，音乐教育是 IN·爱课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浸润式”

经验学习的方式不但适合幼儿，也适合音乐教育的实施。幼

儿在全方位的浸润式教育中，感受音乐的熏陶，丰富关于音

乐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感，激发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达

到全面和谐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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