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发展三问
2015年 4月，我校被河北省教育厅确定为转型发展试

点高校。对“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你认同吗？应对转型

发展，你准备好了吗？对 4年来的转型成效，你认可吗？

年轻教师对“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的认同度较高

经历了转型发展试点过程和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

估后，教师们对我校“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已经耳熟能

详，但认同度如何？课题组要求教师按照认同度由低到高

赋予从 1到 10不等的分值。赋值结果是：均值 7.88，极大

值 10，极小值 1，众值 10。分年龄段看均值，35岁以下教师

群体达到 8.9，分别高于 36-45年龄段的 8和 46岁以上年

龄段的 7.5，这说明我校年轻教师对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

有较高的认同度。专业间的均值比较显示，法学专业教师

认同度较高，机电专业教师认同度相对低些。

应加强应用型大学基本理论学习

地方普通高校转型发展是国家调整教育结构，推进教

育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就类别属性而言，转型高校属

于职业教育类别，是介于中职（高职）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之

间的本科层次高校。转型高校的职业教育属性要求教师们

要熟悉和理解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教学观念。了解

教师们对当前职业教育领域较为流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课

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熟悉与理解情况，有助于判断“转型”

在教学实践层面的落实情况，也关系到应用型人才培养效

果。

调查结果显示：教师们对“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最不

熟悉，不熟悉比例接近 6成；对“行动导向教学”“项目教学

法”“理实一体化课程”也各有近 1/3的人不熟悉。可见，推

进转型发展，还需要加强职业教育领域的理论学习，以切

实转变教育观念。

对学校转型发展成效的认知存在分化现象

我校已经试点转型 4年多了，明年将进入到总结验收

阶段。大家对学校转型发展成效认同度如何？调查均值为

6.59，处于及格水平。最大极值是 10、最小极值是 1，众值是

5。说明大家对转型发展成效认知差距比较大，认可度还不

是很高，仍然存在着高期待。年轻教师对转型成效的认同

度高于中老年教师，专业间差异不明显。

“三三二三”发展战略二问
学校在今年五月召开的第三届党代会上，提出了“三

三二三”发展战略，核心内容是打造“三个特色学科群”、推

进“三个整合”、建成“两个校区”、“分三步走”。半年时间过

去了，老师对该战略的认同度如何？对推进资源整合是否

做好了准备？

对学校“三三二三”发展战略理解度较高

通过教师们对该战略按熟悉和理解程度从低到高赋

予 1-10的分值情况看，均值为 7.76，最大值是 10、最小值

是 1，众值是 8。说明该战略已经被大多数教师们理解接

受。年轻教师的理解接受度较高，法学、经管类专业教师接

受度高些，其它专业间比较接近。

近六成教师已经做好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准备

落实“三三二三”发展战略，需要加快推动学校内部教

学、科研资源的优化整合，使之逐步符合学校“一个立足、

三个服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教师们是否已经做好围绕优

势学科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如农学 +、教育 +、互联网 +或

+海洋等）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呢？我们给出了 3个选项，

“是的”“没有”和“不确定”。不确定选项主要是考虑到一些

教师还没有考虑过该问题或没拿定主意。调查显示，57%的

教师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思想和行动准备，17%的选择“没

有”，25%的教师选择“不确定”。分年龄和专业来看，对待学

科交叉融合的态度，年龄越小的教师越积极，法学和经管

专业教师最积极。

教师的时间都去哪了
高校教师不坐班，没有严格的劳动空间和范围限制，

劳动时间也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教师的时间都去哪了？为

便于研究，我们将教师劳动分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

类。教学时间包括直接上课时间和辅助时间，具体包括上

课时间、备课时间、批改作业和出题阅卷时间以及学校安

排的其它与教学有关的时间；科研时间指直接或间接用于

完成课题或撰写论文的时间；社会服务时间指直接或间接

用于社会服务、技术推广、校企合作等的时间。

教师全年劳动时间约 1097小时

调查显示，教师平均花在教学上的时间为 806.42学时

（不是折算工作量）。

其中，直接的上课时间为 243.32 学时，占总数的

30.17%；备课时间 330.83学时，超过了上课时间；批改作业

和出题阅卷时间 111.10学时，学校安排的其它与教学有关

的活动时间 121.17学时。分年龄段统计，46岁以上教师教

学时间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教师；分专业统计，机电

专业最高，农学专业最少。

调查表明，教师平均每年用于开展科学研究的时间为

167.91小时；用于社会服务的时间 122.53小时。不同年龄

段之间科研和社会服务时间差异较大。35岁以下教师每

年用于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平均时间为 88 小时；36-45 岁

年龄段教师平均科研和社会服务时间最高，平均 445小

时，是年轻教师的 4倍；46岁以上年龄段教师平均 185小

时。专业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农学专业教师每年花在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为 469小时，文学专业最少，合计 82

小时。

我校教师全年平均劳动时间约 1097小时，这样的劳

动时间是长是短？刘贝妮 2015年学术调查①表明，重点大

学教师平均每年总工作时间为 2483小时，该文的教学时

间包括：平均每天备课以及准备和课程有关的事项、每周

的教学任务，调查结果是：平均每天 4.9小时、每周 24.4小

时。我们将我校教师备课和上课时间统合②，然后按全年

36教学周、每周 5个工作日核算，其结果是：平均每天 3.2

学时、每周 16学时。比刘文调查的平均每周教学工作量低

1/3。分析教学工作量的差异，有一个原因是我校教师大多

是本科教学工作量，管理较为刚性，对教师约束性高；刘文

调查对象的教学工作量相当一部分来自研究生教学工作

量，上课时间有一定的灵活性。

就科研时间而言，这种差距就更大了。将我校教师年

均科研与社会服务时间之和 283.4小时，按全年 365天、52

周折算，折合每天 0.8小时、每周 5.5小时。刘文调查的教

师纯科研时间平均为每天 4.3小时、每周 21.3小时，是我

校教师的 4倍。

教师平均每年教材以外的文献阅读量是 60.41万字

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任务每年都要阅

读大量相关的专业性书籍。除此之外，教师劳动的特殊性

决定了教师还必须与时俱进、博览群书，要有开阔的视野

和渊博的知识。教师的视野影响着学生的视野，教师在业

余时间是否读书、读多少书以及读书质量都既决定着自身

发展，也影响着学校的学习生态。调查表明，教师一年中除

教材以外的各类文献阅读量在 60.41万字左右，高值 1000

万字，低值 1万字。由于不同人阅读的形式、速度、质量有

较大差异，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按 1分钟阅读 150字的标

准进行了核算，教师年平均阅读（教材以外的书籍）时间为

4027分钟，平均每天 11分钟的阅读量。按年龄段考察，36

岁以上教师阅读量明显高于低年龄段教师；专业间年均阅

读量差距明显，文学 97.8万字、机械 72.7万字，农学、法学

最少，分别只有 18.8万字、10万字。

注释：

①刘贝妮：《高校教师工作时间研究》，《开放教育研

究》2015年第 2期。其统计口径较宽，工作时间包括了通

勤时间等。

②扣除了每年上课不足 16学时的个别行政兼教学教

师。

（作者：赵宝柱 马嘉俪）

有人说，青春是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懦，进取压倒苟

安，如此锐气，弱冠后生有之，耳顺之年则亦多见，年岁有

加，并非垂老，而信仰丢弃，方堕暮年。那么总有人会问，你

年轻气盛，你有什么信仰？我会说，宪法，就是我的信仰。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

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

的内心里。这句警言，凝练地道出了“使法必行之法”在于

人心这一道理。法治的真谛，在于全体人民的真诚信仰和

忠实践行。民众对于宪法的信仰和法治观念，是依法治国

的内在动力，更是法治中国的精神支撑。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仰宪法？

给大家讲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2003年 3月 17 日，

一个公民，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被

剥夺生命，而后真相被曝光，凶手被审判，恶法被废止。这

就是孙志刚收容案。而“孙志刚事件”和后续的“学者上

书”，成为启动违宪审查机制的一次尝试，并最终终结了适

用 20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沉冤得

雪，民众叹服，逝者安息。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值

得我们将它当做一种信仰。

古语言：纲纪废弃之日，便是暴政兴起之时。历史证

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

神空虚。丢失了心中之信仰，内心没有约束，会让“法令滋

彰，盗贼多有”；冲破了法律这层最低限度的道德，再丰裕

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到 2019年 6月以来的香港，大批

激进势力和港独分子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进行各种非法

抗争活动。7月 21日，香港部分激进分子围堵香港中联

办，破坏设施，涂污国徽，喷涂侮辱性字句，摘下国旗扔进

水里，袭击香港警察，肆意践踏法治，恶意破坏社会秩序，

公然挑战宪法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其气焰之嚣张、行

径之恶劣，令人发指。

但是他们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旗、国

徽是我国的象征和标志，不容侵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不容动摇。

他们忘了，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

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

人的脊梁！这就是有信仰的中国人的模样！于是，在重重暴

乱中，付国豪站了起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

了！”；污损的国徽被重新擦拭，中联办连夜挂起，扔进水里

的国旗被爱国者们寻回升起，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

化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这一生中，有两件事物越

思考就越觉得震撼与敬畏, 那便是我头顶仰望的星空，和

我心中信仰的法律。奉法者强则国强，乱港分子是历史洪

流中的一股污泥浊水，必将被涤荡干净。执法人员秉公执

法，司法工作者公正用法，千万万之民众你我信仰宪法，中

国的法治建设也必将登上更高的台阶。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唯有坚定对

于宪法的信仰，才能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

团结奋斗，共同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成就辉煌的法治中国！

让宪法成为一种信仰
□ 文法学院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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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调查】
前不久，河北省教研项目《基于内涵与特色发展要求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策略研究》课题组围绕着“内涵与特色发展要求”“教师教学能力”两个主题，对我校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涉及三个校区六个学院，涵盖农学、工学、经管、教育、文学和法

学等学科相关专业，发放 120份问卷，回收 115份有效问卷。现将其中部分项目调查结果择要刊发，以响广大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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