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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教师创新能力包含教学创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在对江西省中青年教师调查中发现，教师教学

创新意识不足，科研创新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通过健全人才评价机制，提升自主创新意识；强化科研团队

建设，营造良好创新氛围等，提升江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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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1］

。而高校中青年教师不仅是国家创新性人才的储备力量，更是培育下一代新

生人才的关键所在。为此，有必要注重培养高校中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以期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本研究聚焦于江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深入剖析当前江西省中青年教师创新能力的现实状况，从而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

教师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建议。 

一、高校中青年教师创新能力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1.高校教师创新能力的内涵。创新能力是指主体从事创造出符合社会意义的具有独创性和革新性的产品所具备的本领或技

能。
［2］

不同学者从不同层面对高校教师创新能力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剖析：陈开燕认为高校教师创新能力包含创新意识、创新思

维、创新技能、创新性格与人格、创新兴趣等 5 个方面。郭桂英则从教师所承担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基本任务出发，认

为高校教师创新能力包含教学创新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吴小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认为知识创新能力也就是科研创新能

力，又可以细化为学术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
［3］

 

综上所述，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包含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人格多个方面，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些维度都过于

隐性难以进行调查。本研究便从高校教师教学和科研两大基本任务出发，认为高校教师的创新能力包含教学创新能力和科研创

新能力两大方面。 

2.高校教师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性。教学创新能力提升是培育人才的重中之重。高校教师教学创新能力是指在教育教学上

创新，可以包含创新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或者教育形式，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投入到课堂之中，一起迸发创新思维。高等教育是

培育高级专门人才和职业人员的主要社会活动，更需要注重教育教学上的创新，才能够进一步地培育社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

特别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步入大众化，其中每一位的发展都事关国家的发展，有必要注重教育教学上的创新，

从而进一步培养出大量具有创新潜能的学生。 

科研创新能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高校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是指在科研技术、理论等方面的创新。而无论是科学

理论的进步，又或者是科研技术上的进步，都是社会发展的福音，能够有助于国家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高校中青年教师

是高校的重要新生力量之一，充分发挥其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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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江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教学创新意识不足，不够注重教学教育上的创新。第一，江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缺乏教学创新的经

验与意识。对高校中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观察，不难发现，学生一般自由占座，大部分学生坐在后面，只有少数前几排的

学生听课，绝大部分课堂都出现玩手机、睡觉等不良现象。许多学生也表示，大学课堂一般索然无味，很少有有意思的课程，

更别提什么创新性的课程，一般都不愿认真听课，听了也未必能听懂；还有学生表示，大学老师都用课件上课，一张张的课件

很快就会翻过去，除了拍了几张照片，很少能记住什么；第二，高校中青年教师不善于创造性地解决教育教学突发情况。课堂

教学除去手段、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创新，还有教育机制上的创新。但从访谈结果来看，高校中青年教师不善于创造性地解决

教育教学突发情况。譬如，对于迟到、缺席等突发情况，基本都是由老师点到，学生在群内群发消息，后面学生陆续补签到，

最后依据点到记录进行扣分等常规处理方式，并没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上述情况不难发现，高校中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经验尚处于欠缺状态，创新能力更有待提升。 

从实际调研来看，江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优于教学创新能力，但依旧存在较大上升空间。第一，高质量的科

研论文数量较少，论文成果质量偏低。江西省中青年教师的科研论文相比于年龄较大的老师有更多的科研成果，但高质量的论

文数量却少之又少；第二，科技成果转化较少。理工科的技术创新较优于文科的技术创新，但科技转化的效果不佳。理工科较

文科更容易申请专利，但申请的专利并没有较好地成为公司的核心技术，而是处于有也行、无也行的状态。文科的理论成果更

是难以转化，难以很好地为实践做指导。 

三、江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探讨 

当前，江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有二：一是中青年教师自身创新意愿、问题意识薄弱；二是中青年教师

创新文化建设较为缺失。高校有必要从健全人才评价、强化科研团队建设等方面来提升中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 

1.健全人才评价机制，提升自主创新意识。高校要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的质量、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重视教育创新能

力提升的评价制度，完善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的评价机制。当前，高校过于重视科研创新，较为忽视教学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

导致本就教学经验薄弱的中青年教师更缺乏自主教学创新的意识与意愿。高校需要多从学校层面开展教育教学创新活动，完善

激励机制，从而调动中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创新的意愿。仅有岗前培训、教学竞赛等方式不足以完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还需要

完善激励机制的配套措施，以激励教师提升自我创新的意识。 

2.强化科研团队建设，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团队合作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美国学者朱克曼曾对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的获

奖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因合作研究而获奖的人在所有获奖者中所占比重为 84%。
［4］

一方面，高校要鼓励校内研究团队的构建，制

定相应的团队合作奖励机制，以营造良好的创新合作氛围。当前大部分中青年教师科研创新都是依托个人，或者相熟同门之间

的合作，很少有多学科、多领域、多交叉进行合作。这主要是源于团队合作之间的利益难以均分而导致大家都以个人的形式去

创新，难以有高质量、高创新的成果。高校需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鼓励学科的交叉与科技创新，特别要重视科研团队的合

作理念。高校要适当修改激励机制，不再局限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单位的奖励机制，而是要积极探索高校之间、校企之间合作的

激励机制，让研究团队里的人才能跨方向、跨学科、跨高校、跨地区组建，才能进一步促进创新能力的培育。另一方面，在鼓

励团队建设的基础下，还要进一步推动自由创新的学术环境，从而营造学术自由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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