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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浅探

口郝 蔓 冯 林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摘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既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又要保证教学质

量，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解决这一问题而言，师资队伍建设是独立学院可持

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找准建设的重

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并进行灵活的管理，始终坚持以“引进+培养”为指导思想，采取“专、兼”相结合

的方法，充分利用民办乖公办二者的优势，走一条从依靠到独立和特色发展的道路，建立一支独立

自主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办学质量和提高办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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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从1999年

开始，一些地方利用普通高校的教育教学资源，吸引

社会资金，进行了试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国有民

营机制运行的独立学院的大胆探索。电子科技大学

抓住了这次历史性的机遇，2004年与国腾集团联合

创办了“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短短的几年时间已

达到了万人的办学规模，在其快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也曾面临过前所未有的难题：教育资源缺乏，教学质

量不稳定，教学效果不明显，就业前景不乐观，社会认

可度不高，资本的盈利性等等⋯。面对这一系列棘手

的问题，我们在管理模式和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

的探索和研究。

什么是独立学院的立足之本?教育质量是一切

学校的生命线，无可厚非，教育质量是贯穿学校发展

过程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独立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完

全取决于社会、家长、考生对其教育质量的认可与否，

优质的教育质量是独立学院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砝

码，而师资队伍是学校办学的核心主体，它是学院生

存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建立起一支适应独立学院

教育工作需要的师资队伍，是保障独立学院教育质量

和健康发展的关键。

目前，独立学院的师资队伍普遍存在：资源短缺；

数量严重不足；学历、职称结构不合理；年龄结构两极

化；教学能力、效果不明显陋】，“双师型”教师非常紧

缺等问题，学院的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师

资队伍的大体构成为：一定数量的校本部的教师，一

定数量的其它公办高校的教师，学院自已引进的研究

生、大学毕业生，一定数量从社会上招聘、引进的学

者、专家。这种结构的师资队伍兼职过多，变动过大，

流动过快，不稳定因素给教育带来不良的影响。随着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既要扩大数量，

又要保证质量，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而独立学院师资队伍的现状已成

为制约独立学院快速发展的瓶颈。

一、“引进+培养"为指导，“专、兼"比例相

协调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进

行了大胆的探索，在从无到有这个短短的发展历程

中，探索出一条以“引进+培养”为指导思想，采取

“专、兼”相结合的方法，动态发展的师资队伍建设道

路。根据不同阶段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合理

搭配好专、兼之间的比例，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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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灵活管理，做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人力

资源的潜能，已初步建立起一支素质较好、结构较合

理、业务能力较强的教师队伍，从而在争生源、争资

源、争人才、争职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实现学院

的进一步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初创的依赖期——“以质量求生存”

教发[2003]8号文中提到：“申请者要对独立学

院的教学和管理负责，并保证办学质量，申请者要充

分发挥校本部的智力、人力资源优势，切实加强独立

学院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建设，建立并不断完善

独立学院教学水平的监测、评估体系。”“依托母体”

是整合优质教育资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特别是

利用本部强大的教学资源，保障独立学院的教学质

量，是我国试办此类高等教育新模式的初衷，资源配

置的互补可实现独立学院的快速起步。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初创时期，在校史、声誉、

规模、师资等有形无形方面都逊于公办高校，但它的

最大优势是：可依托本部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教育经

验、培养出来的教学人才、积淀下来的学术氛围，并充

分利用公办高校的品牌优势、优质的教学管理资源，

依赖本部强大的师资队伍、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学术水

平等，进行相对独立的教学和管理。正常有序的教学

活动安排、强大的师资力量支持、优良的教学质量保

障，使其办学质量迅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电子科技

大学成都学院从一开始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高的

起点上迅速完成了初创的起步。

如果不依赖本部师资，从开始只利用面向社会招

聘的教师资源，无疑对成都学院初创期的发展极其不

利。独立学院是处于高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

的层次，公办高校的教师在还没看到其美好的发展前

景时，自然不会放弃有保障的稳定收入，职业学校的

教师则在学术水平、素质方面均有所不足”J。虽然可

吸纳从校园走出来的优秀学子，但其所缺乏的教学经

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砺，且同一层次的较多，不

利于学院和学科的长远发展。在没有国家强大的资

本投入支持的情况下，又没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学

术造诣精深的师资队伍，教育资源的缺乏对处于初刨

期的学校而言，其面临的发展道路是何其艰难。

(二)过渡的依靠期——“以和谐建稳定”

独立学院的角色定位是培养以市场为导向的应

用型本科人才，从实际的招生情况来看，所招的几乎

都是家庭能够支付得起教育成本价的学生。独立学

院的学生与本校的学生存在一定的差距：学生入学时

的成绩比较差，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自制力较差，厌

学情绪较大，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掼，又缺乏提高

成绩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如何把这类学生培养成才

成为独立学院面临的一道难题。

我们与校本部教育所面临的对象层次和培养目

标是有明显差异的，对教师要求和教育方法也是不尽

相同的。如果只依赖本部的师资力量，对学生采取同

种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不但教学效果不明显，不

能满足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学需求，可能还会加深学

生的厌学等情绪。同时，本校教师在本部承担了大量

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工作的重点和核心还是在校本

部，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独立学院学生的培养方

式、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等，缺乏差异化和针对性的

教育¨J，独立学院面对这个相对松散的群体也没有更

好的管理模式，不能有效的保障教学质量。从长远来

看，这对学院学科专业和发展建设都极为不利。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独立学院组织人员到全国各

地知名高校招聘优秀的硕士毕业生，面向社会公开引

进有多年专业实践经验的实用人才，并通过由本部专

家组成的评聘小组对其进行资格筛选、试讲选拔后，

经过专业教学培训和一段时期的实际工作的磨合，使

他们准确认识到了学院的定位和发展趋势，并据此结

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把自己的认识和新的观

点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工作和思想工作中去，切实做好

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目前，独立学院已从社会引进

有多年海外工作经验的客座教授，有丰富行业实践经

验的资深专家，有创新意识的特色专业人才，优秀的

硕士、博士毕业生等，有效解决了独立学院教育管理

问题。

独立学院没有放弃这一优质的教育资源。聘用

学术造诣深，教学效果好，师德高尚、经验丰富的名师

授课，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管教管导，教育效果明显。

另外，依靠本部的名师对引进的专职教师进行“传、

帮、带”培养了一批有潜力的专职教师。在师资队伍

建设方面，独立学院还注重做好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及

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实践证明，只

有在依靠本部师资兼职的基础上，引进并培养我院独

立的专职师资队伍，二者相结合才能明显提高和有效

保障教育质量，实现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本部教师在

学院初创时期是最主要的师资力量，从长远发展来

看，本部教师仍是成都学院必须长期依靠的一支稳定

的基本力量。

(三)自主的独立期——“以特色谋发展”

“独立”是独立学院的主要特征：独立的法人资

格，独立招生，独立管理，独立进行财务核算，独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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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学计划，独立颁发毕业证书等。它涉及硬件和软

件等诸多方面，一般而言，硬件设施(土地、校舍、教学

设备等)的建设在学院初创期就已基本完成，而软件

方面(师资、管理、学风、声誉等)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建

设周期，它的发展速度决定着独立学院前进的步伐。

只有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的独立，才能称得上建成

了名符其实的独立学院。而要针对学生制定独立的

教学计划，对其独立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就需要有

一支独立的专职师资队伍，才能保障优质的教学质量

和优秀人才的培养。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办学是走自己的道路，在

依靠本部师资的基础上，逐步引进各种层次、来源的

综合型教师人才，培养和发展自己独立的师资队伍，

这是最终的必然发展方向。不论是面向社会招聘的，

还是本部的教师都需要一个再培养的过程，如独立学

院根据市场的需求新设立的实用型“微软课程专业”，

在师资力量方面启用了新引进的青年骨干教师，并结

合教师的专业和特长进行了选拔和再培养，培养后他

们能有效的结合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制定教学计划，

合理设置课程和安排教学活动，有效的保障和提高了

教育质量，在培养实用型人才方面取得明显教学效果

和社会效应。

独立是发展方向，特色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独

立学院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优胜劣汰也必将是

其接受市场洗礼的最终结果。只有设置适合市场需

求的短线专业、特色学科，以“适用”为上，注重应用技

能培养，突出特色专业的建设，培养应用型、特色型的

人才，才能适应激烈的职场竞争B】。成都学院根据市

场的需求，设立了“图形”“艺术”“航空”和“机电维修”

等特色和稀缺专业，而这些有特色和就业前景较好的

专业，学校本部没有这方面的师资，成都学院的师资

匮乏的情况就更加突出了。所以，随着市场上人才的

有序流动，我们面向企业、政府等单位聘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专、兼职教师，担任高年级的专业课教学，他

们实践经验丰富，具体生动的案例随手拈来，表达能

力很强，他们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和好评。如果没有

个性的特色专业教师，就办不出个性化的独立学院，

只有理论和实践兼备的特色教师队伍，才能探索出一

条不同于母体学校的新的办学模式，在满足国家和社

会各方向需求的同时发展自己。

二、师资队伍建设的四个阶段

独立学院的办学过程，首先是利用母体学校的学

111

科优势，其次是与产业界合作吸引一批有经验的师

资，最终以自己精干独立的师资队伍为依托发展起有

特色的面对市场的应用型教育学院。其师资队伍建

设将经历一个从“主要依靠一相对依靠一独立”至特

色发展的周期。

(一)依赖阶段

独立学院的初创时期，师资队伍建设处在依靠阶

段。以来自本校的兼职授课教师为主要力量。这期

间在主要依靠本校教师的基础上，逐步正常有序地引

进专职教师。

(二)依靠阶段

独立学院的稳定过渡时期，师资队伍建设处在相

对依靠阶段。随着学院的不断发展，兼、专职教师之

间的数量逐渐达到1：1的均衡。这期间依靠本校兼

职教师的数量逐渐减少，大力引进和培养学院的专职

教师，初步建立起了一支较稳定的专职师资队伍。

(三)独立阶段

独立学院的发展时期，师资队伍建设的独立阶

段。学院的专职教师为主要生力军，引进和培养起了

一支独立的专职师资队伍，独立学院完全可以自主独

立地进行教学和管理。

(四)特色阶段

独立学院的强盛期，师资队伍建设处在特色发展

阶段。主要通过面向社会引进一批特色专、兼教师，

以开展特色教学和培养特色人才为目标，实现独立学

院持续健康的发展。

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

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要根据独立

学院整体的战略目标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思路，对不同

时期、不同来源、不同聘用性质的教师群体，有针对性

地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统一思想和认识，把不同类

型的师资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适应独

立学院的培养目标、教学任务和安排，在有限的人力

资源基础上，充分发挥整体的力量和个人潜能，力求

实现“l+1>2”的用人效益。另外，通过制定有效的

激励政策，优化的人员组合，灵活的管理方式，合理的

规划职业生涯，建立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也是进一

步激活教师资源的有效方式。独立、特色的师资队伍

将成为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不可替代的核心资源，建立

一支结构优化、数量充足、素质良好、富有活力，适应

独立学院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可从根本上

提高独立学院总体的教育水平和办学质量，从而建立

起良好的社会办学效益，实现独立学院的可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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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stitution，fbllow the path fbm dependent suⅣival to independent developrnent and simple iIllitation to plentiful

evolution．OIlly establishing a self—go、7emed plDfessional teacher team is tlle mot to gua啪tee tll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inerease profit．

Key Words teachers team； absorb and train； “ltime肌d part time； di&r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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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广角·

从“平常心是道"看白居易平易浅俗诗风

胡遂在《文学评论》2007年第l期上撰文指出，“平常心是道”是中唐时期禅宗代表人物马祖道一所提出

的重要禅学思想。白居易由于与马祖道一洪州禅系人物来往甚多，在思想上受其影响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

地在诗歌创作的内容、题材与形式诸方面有所表现。“平常心是道”是禅宗六祖慧能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所提

出的禅宗修习法门。所谓“平常心”，其实也就是一种寄寓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世道人心。

白居易所受的禅宗“平常心是道”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以一种“平常心”对待人生，对待生

命，对待生活。二是从“平常心”出发，白居易对于个人的物质生命更为珍惜与关爱。三是由“平常心”出发，

白居易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始终具有一份关注。四是以一种以“平常心”对待社会、他人与自我。五

是“平常心是道”这一理念也表现在白居易诗歌创作的表现形式方面。其突出表现就是写诗行文皆一任自

然，娓娓道来，素朴如叙家常，不尚雕饰，不务奇险。

作者认为，正是因为白居易怀着一颗极其普通的“平常心”来写平常事，抒平常情，所以才能影响极为广

远。当然，就白居易而言，因着生平所遭遇的机缘不同，这种平常心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前期“兼济”阶

段，“平常心”就更多地表现为关心社会民生；在后期“独善“阶段，“平常心”就更多着眼于身边琐事。另外，在

白居易的思想中所存在的一些平庸甚至庸俗的成分，恐怕也与他所信奉的“乎常心是道”思想分不开，这也是

无庸讳言的。

·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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