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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wo basic function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a key channel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survival status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e each oth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p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mutual growth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not only helps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but also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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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与科研作为高等院校的两大基本职能，既是高等院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又是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关键渠
道。论文在研究国内外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生存现状的基础之上，对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是如何相互促进的过程进行了探
索，分析了高等院校实现教学与科研相长的现实意义，最终提出了促进中国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相长的应对策略。本研究不
仅有助于深化大学教师对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理论认识，而且对中国高校处理教学与科研相长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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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是高等院校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无论是“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概念的提

出 [1]，还是“教学即学术”的实践应用 [2]，教学与科研的关

系都在“融合—分离—融合”的历史轨迹中发展而来的。要

知道，教学与科研作为高等院校两大基本职能，两者间的有

机融合既是实现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是培养学生实践

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关键渠道之一 [3]。当前，由于国家教育政

策的导向，部分高校出现了“轻教学重科研，或重教学轻科

研”的教育现实，加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致使中国不同高

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在时间投入和资源利用上存在了一定

的割裂 [4]。这直接导致了中国部分高等院校在对社会人才的

定向培养与输送质量上始终不能过关，严重影响了高等院校

的长久发展。因此，在处理中国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时，

如何实现两者间的相长，如何建立教学—科研连接体就成了

当前高等院校重点研究课题。而论文基于国内外高等院校教

学与科研生存现状的研究基础之上，对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

两者是如何实现相互促进的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索，分析了高

等院校实现教学与科研“相长”的现实意义，最终提出了促

进中国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相长”的应对策略。通过论文

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大学教师对教学与科研相长关系的

理论认识，而且对中国高校处理教学与科研相长关系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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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也能帮助中国高等院校回答新时

代下高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高校“办

什么样特色的教育、怎么样去实施教育以及将为什么样的人

群办教育”等根本性教育建设问题。

2 国内外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的“生存”现状

2.1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滞后，难以维

系平衡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催动着数字经济应运而生，这给高

校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提出了更多要求，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流于形式的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相脱

节；传统规制型教学方法无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意

识；陈旧的教学手段无法满足学生对技能扩展的现实需求。

这导致高等院校在教学与科研投入成本间存在矛盾。具体表

现为：第一，青年教师无法适应“以学为主”向“以教为主”

的角色转变，只是保持通过简单地理论背景去学习知识，甚

至只是解读文字而已，导致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落后。第二，

教学内容设计空洞，缺乏科学支持，无法真正做到对现有知

识理论体系的内证与外延的有机结合，只是单纯考虑到了课

堂知识的单一化传授，未能调动学生独立思考与主动探索的

学习能力。第三，青年教师出现或轻教学能力的培养，重科

研业务提升，或轻科研业务提升，重教学能力的培养，教学

与科研始终无法平衡，导致教学内容未完全传授。

2.2 科研平台建设不足，难以实施科研任务 
当前，高校科研平台建设不足，往往难以实施科研任务。

伴随招生规模扩张、捉襟见肘的财政、教育资源的抢占，真

正落实到科研平台建设上的资源已所剩无几，导致高校的科

研工作仍旧以申报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发展方向。

加之平台建设少，二级教学单位的科研平台大多集中在行政

管理部门的手上，很难以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科研专长。长

期下去，学校教师会疏于科研，即便部分青年教师一时心血

来潮开展科研工作，但很难持久维系，最终导致科研任务被

中断。

除此之外，高校科研平台建设不足，导致教师无法及

时掌握最新的科研资源，更无法将最新的科研内容带入教学

课堂中，长期下去，现有教学内容会变成“一滩死水”，教

学手段也会滞后，这使得科研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只

有将教学与科研的过程统一化，将科研工作的最新话题、成

果、项目等当作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引入教学课堂中，才叫

真正的落实科研任务。

2.3 教学与科研评价机制趋“功利化”“短视化”
所谓的“功利化”是指高等院校只偏重对教师教学或

科研数量成果的评价，缺少了针对教师未来发展的体制机

制。“功利化”与“短视化”现象被认为是高等院校评价机

制中阻碍教师教学能力与科学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正是因

为“功利化”这一评价机制的真实存在，造成了高校出现“青

年教师”与“成熟学者”难以区分的现象，由此引发了高等

院校普遍存在趋“短视化”评价的倾向。具体表现为：高校

忽视青年教师的成长，缩短青年教师成长的时效，导致教师

只能将追求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衡量自身能力的评

价指标，教学成果的体现缺乏深度，违背了当前社会对高校

人才成长规律的价值认知。

3 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相长”的现实意义

3.1 优化教育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学与科研是高等院校的基本职能，也是高等院校长

期以来重点探讨的话题。能将科学研究作为支撑教师的理论

与实践教学的做法是高等院校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关键

举措。要知道，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高校对教育资源

的抢占，也关乎着学生的未来。高水平课堂并非传统规制型

教学所能全面覆盖，而是要让老师将科研内容带入教学课

堂，从科学研究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衍生能力，

要让学生走进科学研究的领域，从科学研究中获得所学理论

知识的内在本质。由此可见，实施高校科教融合，建立“教

学—科研连接体”是实现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途

径，也是优化教育资源的重要体现。

与此同时，从现有高校构建与实施的大学生创新实践

体系来看，“以教育人，以科哺教”已经成为提升大学生科

学素养的重要手段。这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创造能

力，又能对以利用高校集聚资源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教育发展

模式有重要参考价值。

3.2 重塑教师身份，促进高校教师发展
教学与科研作为高校教师主要的工作内容，两者能否

达成有机的融合是对高校教师身份认同的重要评判基石。当

前，教学与科研评价机制的趋“功利化”“短视化”等原因

造成了教师日常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割裂，引发了社会对教师

身份的认可危机，原本的大学教师群体被默认划分成“书匠”

与“学者”两大阵营，长期地看，是不利于大学教师的发展。

因此，只有重点刨析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分析两者间相互促

进的体制机制，才能为教师提高学术能力、重塑身份提供重

要参照价值。

3.3 发挥大学职能，重建高校合法性
一般来说，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最终都是以社会服

务为导向的，其目的是为了传承与创新。但随着教育体制的

改革，教学与科研的共生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科研超

教学”“教学职能边缘”等现状。这直接影响了社会公众对

“高校”两个字的界定。因此，只有探究出促进教学与科研

相长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公众对于大学教育的重视程度，

重建高校合法性。

4 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相长”的实现策略

4.1 构建实验型教学与科研相长的教学模式 
通常来说，实验性教学是高等院校最为重要的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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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节之一，也是对理论教学的延伸。要知道，实验性教学

不仅要求高校教师传授基本理论、验证理论、掌握实验技能，

更为关键的是能主动培养学生独立动手的应用能力、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科学素养。但已有研究表明，现有高等教育体系

中，传统的验证性实验教学较多，而创新性、设计性实验教

学较为稀缺。而把科研引入实验教学当中不但能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科学涵养，还能将科研内容转化为可

行性的实验教学内容或项目。这既加快了高等院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方案的落实，又增加了大学教师专业教学的深度。例

如，当学生毕业后更有自信参加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科学研

究活动或项目，不断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除此之外，教

师们通过参与科研活动、申报科研项目，汲取新技能，积累

更多的科研实践，以此更新教学知识体系和专业素质。例如，

鼓励教师开展实验型教学，构建包含有基础实验、专业实验、

创新创业实践、综合实验在内的多层次多板块的实验型教学

教学模式。总之，鼓励实验型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是高

等院校实现高质量教学的重要手段。

4.2 搭建科研平台，优化教学资源
搭建科研平台，不仅是科研任务的现实需要，也是教

学相长的必备要求。研究表明，传统规制型教学模式已不适

用高院的长远发展，高校只有将科研资源走进教学、科研成

果应用到教学中，才能充分、合理的配置各方资源。例如，

高校应积极推行学科集群建设、搭建科研平台、共享学科成

果、优化教学资源，最大程度上实现教学与科研本质上的统

一。如此一来，教师能有效利用教育资源、基础设施、科研

平台、制度及人员保障等，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式教学共益模

式，不断优化教学资源。

除此之外，高校应充分利用科研平台内的基地资源，

发挥育人功能，以此达到优化教学资源的目的。例如，应用

型高校可以在科研平台基地内开展大学生课程实习、专业

实习、毕业论文（设计）、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活动。教师

应充分利用平台集群资源，开展大学生专业技能提升计划。

例如，以专业技能竞赛为项目活动载体，由学校专项经费资

助，并配给一定的奖励和表彰。或以可行性科研项目为专业

培养，对学生定向“招标”，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与

科学素质。大学生应充分利用平台资源申报学科竞赛。例

如，开展从自主申报—自主设计—自主实施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等，将所学专业知识不断进行成果转化。总之，

搭建科研平台，将科研平台走进教学中，是高等院校优化教

学资源的重要途径。

4.3 完善教学与科研管理协调机制 
一般来说，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教学与科研管理体系制

度是可以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而长期的坚持也能换

来教师群体的凝聚力与职业的战斗力。因此，高等院校要努

力营造制度氛围，主动整合现有教学与科研资源，积极推行

教学与科研管理体系制度大变革，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与科

研工作热情，以期来提升高校“立德树人”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需对现有教学与科研评

价机制做进一步的完善，保持教学与科研的平衡发展。研究

表明，多数高等院校在科研方面的评价机制仍以科研项目、

学术论文等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为构建教学与科研的相长机

制。对此，高等院校应重塑科学研究体系，建立相应的教学

评价体系。例如，通过学期内检查教师的备课资料、教学方

法、学生的作业反馈等来考评该教师的教学成果，并给予一

定的与科研成果相当的奖励，以此保持该教师的教学热情。

第二，完善教学与科研竞争的激励机制。完善教师激励机制，

以奖促教，例如高校相继出台的《职工绩效奖励办法》等。

完善学生激励机制，以奖促学，例如教育部出台的《学生奖

励与资助办法》等。总之，需不断完善教学与科研管理协调

机制。

5 结语 

教学与科研是高等院校的基本职能。教学是立校之本，

而科研是强校之路，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既有助于

提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又有助于实现高校“立德树人”

从理念到现实的转换，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因此，

高校应持续保持教学与科研的相长发展，以教促科，以科哺

教，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达到“教研相长”的最终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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