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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下，虽然民办高校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其教科研水平与公办高校的差

距较大，教师教科研动力不足，民办高校教科研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对教科研的重视程度弱，

其产生的原因与民办高校教科研激励政策的不完善有一定的关系，本文借助心理契约的特殊性，

阐述了心理契约视域下新时代民办高校教师教科研激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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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era,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esents a
good momentum, bu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the gap between public universities,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power is insufficient, private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incentive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the research emphasis is weak, the cause and private university research incentive policy
imperfect has certain relationship, the paper with the help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expounds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horizon under the new era of private university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incentiv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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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显示，截

止到 2023年，我国有民办高校 789 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比例 25.67%；民办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 994.38万人，

占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的比例 26.34%。不论从学校

数量还是在校生的数量来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均承载了超

过四分之一的重任。民办高校作为培养新时代中国人才的主

力军之一，其教育教学质量，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 2004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本科院校生师比不超过 18：

1 的标准来推算，截止到 2023 年，应有民办高校专任教师

41万左右（994.38万/18*3/4）。对于如此庞大的民办高校教

师群体，师资队伍的教科研水平直接影响着民办高等教育的

质量，进而影响着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发展速度。而

民办高校师资队伍的稳定性与教科研“战斗力”水平，直接

取决于学校对教师实行的教科研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本文以

心理契约理论为指导，探索了新时代民办高校教师教科研激

励机制。

1.民办高校的教科研现状

新时代，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高校整

体的教科研水平不断提高，部分高校逐步向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迈进，民办高校的教科研发展水平也有所提高，但

是也存在一些客观现状：

1.1教师的归属感不强，对教科研工作的热情不足

由于民办高校与教师之间是劳动合同制关系，教师的归

属感普遍较公办院校教师的归属感弱一些。受根生蒂固的文

化影响，民办高校教师对自己工作的认同感也较弱，根据马

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教师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情况下，

不会有动力去实现更高的需求。因此，民办高校教师由于归

属感不足，大多教师的想法停留于完成劳动合同规定的内容

即可，对学校的发展关心较少，对教科研工作的热情不足。

1.2教师教学工作超负荷，没有精力开展教科研工作

民办高校为了压缩成本，往往对教师的额定工作量要求

较高，教师光完成备课、教学就会用掉大部分时间，根本没

有精力开展教科研工作；加之，民办高校的专业调整速度较

快，有些教师甚至需要承接非本专业的课程，教师更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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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时间备课，更无精力开展教科研工作。

1.3学校更关注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对教科研的重视

相对较弱

由于性质的不同以及师资数量的紧缺，民办高校更加重

视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以达到对国家、社会和学生家长的交

代；教科研工作相比较教学任务而言，并不能直接引起家长

和社会的不满，因此，民办高校对教科研的重视相对不足，

进而导致教师对教科研的重视也不足。殊不知，由于没有教

科研成果的支撑，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提升速度缓慢，久而

久之将影响到民办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1.4学校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够完善和健全，对教科研成

果的考量不足

就当前而言，民办高校的师资主要包括专职教师和兼职

教师，师资来源的差异性使得教师队伍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多

元性，教师的能力参差不齐，其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存在差异。

民办高校现阶段的激励制度和激励措施往往只从岗位角度

进行了简单区分，缺乏明确具体的激励对象和激励目标，使

其激励机制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2]。除此之外，民办高校

由于其更加注重教育教学任务，因此绩效考核也更多地围绕

教育教学展开，对教科研成果的考量不足，教师参与教科研

与不参与教科研在薪资、福利待遇及评优、评先等方面没有

太大的区别，久而久之会导致打消教师开展教科研工作的积

极性。

1.5学校为教师提供的资源较少，平台较小，对教师的

教科研支持不足

在信息化时代，教师学习培训的方式很多，但是很多高

质量的资源均需付费，民办学校为节约成本，购买付费资源

相对较少；且由于民办高校教师的教学工作超负荷，没有更

多的时间与精力参加培训学习，因此也进一步降低了学校购

买资源的意愿；并且对于一些免费的培训与交流学习活动，

学校也以教师教学任务重没有时间参加为由而支持不足。没

有专业领域前沿知识的支撑与引领，没有科研平台的托举，

教师教科研工作犹如闭门造车，即使开展也质量不高，这也

是为什么民办高校教师教科研质量整体相对低于公办高校

的原因之一。

1.6学校以青年人才为主，生活压力较大，科研内驱力

不足

高校是一种社会组织，其生命周期分为创业期、中兴期

和成熟期三个时期[3]。我国绝大多数民办高校仍处于创业期，

体味着建基立业的艰辛，面临着资金短缺等困境[4]。民办高

校起步较晚，教师团队以青年人才为主，青年教师面临着较

大的家庭生活压力，疲于平衡家庭生活与工作之前的矛盾，

加之民办高校科研激励机制不够完善，青年教师不能很好地

从教科研中获得更多地经济收入，因此他们在完成本质工作

后把更多地精力放到如何解决经济压力上，导致科研内驱力

不足。

2.心理契约理论

本文采用 Rousseau 和 Tijorimala（2010）提出的交易、

关系及团队成员三个维度的心理契约理论来分析和建立民

办高校教师的教科研激励机制。

交易维度是指教师与高校之间按照协议约定，教师按照

学校的管理规定，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完成基本的教学科研

任务,学校根据协议规定向教师提供约定的薪酬待遇；

关系维度是指民办高校为老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与

通畅的职业晋升通过，教师为学校的发展不断增强自身的专

业知识能力，提高自己教学科研水平，彼此都为了对方的权

利而承担起其责任；

团队成员维度是指民办高校与教师双方都比较注重彼

此之间的关系，注重彼此之间的支持与关怀，教师时刻认识

到自己是团队中一员，关心学校的发展；学校时刻重视团队

中的每一位教师并为教师的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

3.心理契约视域下的新时代民办高校教师教科研

激励机制

新时代下，教师获取信息的渠道颇多，同时思想情感也

容易受到一些信息的干扰，如若教师与学校之间没有建立起

良好的心理契约，仅通过有形的合同来约束，教师非常容易

出现按合同办事，上完课即走人或“人才曹营心在汉”的状

态。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在教师，如果教师对待工作仅

仅停留在完成教学任务，不深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那么高

校的教学质量从长远来讲很难有大的突破和提升，久而久之

民办高校只能在激励的竞争中衰亡。因此，在新时代，在民

办高校经费有限的条件下，要建立起教师与民办高校之间的

粘性，通过心理纽带加强教师与学校之间的连接，要让教师

甘愿为学校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作者从心理契约的角度对提出几点有关心理契约

视域下的新时代民办高校教师教科研激励策略：

3.1规范管理制度，切实履行学校义务

从交易维度的角度来看，民办学校要制定规范的教科研

以及教育教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的制度，并且将制度落

到实处，并非将制度束之高阁仅仅用于应对上级的检查。只

有学校将完善的制度落到实处，教师从心理契约的交易维度

才能体会到学校的真诚，才能对学校产生信任和信赖，才不

会有意违背交易契约。除此之外，民办高校在教师招聘时，

也要避免以夸大福利待遇等方式来招人，要做到如实宣传，

以减少失信的概率。除此之外，民办高校在日常的教育教学

管理中，除履行学校义务之外，也要多关注教师的心理建设，

教师作为一个高知且理性的群体，对组织心理契约承诺的履

行态度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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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学校要将学校发展规划与教师的教科研等工作紧密

结合

日本学者中松义郎提出“目标一致理论”，他认为个人

目标与组织目标越一致，个人实际发挥出的能力越大。当个

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完全一致时，个人的潜能将得到充分发挥；

当二者不一致时，个人的潜能将受到抑制，解决该问题的途

径之一是使个人目标主动向组织目标靠拢，引导自己的志向

和兴趣朝着组织和群体方向转移，并努力趋于一致[5]。从关

系维度与团队成员维度来讲，民办高校要想调动教师的责任

意识，除履行学校义务，兑现心理契约承诺之外，还要“会”

给教师压担子，要让教师时刻有“我被学校需要，学校因我

而荣”的体会，民办高校要将学校的发展规划深入到教师群

体，学校的发展规划中要体现对教师发展的重视，要体现教

科研工作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民办高

校要加大对教科研成果的重视，加大对教科研工作的奖励力

度，让教师在完成教学之余愿意开展教科研工作，同时也能

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教师的教科研成果能促进学校的发展，

同时学校的发展也能为教师的教科研提供更好的平台，进而

形成良性循环，让民办高校利于不败之地。

3.3学校要为教师提供心理沟通的渠道

心理契约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自教师入职到民办高校

开始就应该在教师与学校之间的互动中逐渐建立，而且教师

与学校之间的心理契约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动态平

衡的过程，民办高校要为教师提供一个心理契约滚动建立的

渠道，通过言语的沟通、行动的支持、发展的规划来逐步建

立。且建立了沟通的渠道，教师才能及时了解学校的发展现

状及规划，教师也才能感受到被重视，也才能及时将自身的

规划与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而从团队成员维度达到

和优化心理契约。

3.4学校要注重教师成就感的培养

通过访谈一些民办高校教师发现，民办高校教师偶有不

自信甚至自我否定的的状态，认为自身不如公办高校教师优

秀，工资不如公办高校教师高，工作不如公办高校教师稳定，

会有失业的担忧等。如果教师长时间在这样的不自信的状态

下工作，会严重影响其工作质量和效率，甚至产生离职的想

法，非常不利于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民办高校

要持续发展就需要保持教师群体的稳定性，保持教师群体的

稳定性就要从培养教师的成就感入手，让教师体会到在民办

高校工作是值得的，是被尊重的，是有收获的。民办高校可

以根据学科、专业、岗位等的差异，设置不同层级不同类别

的激励政策，让教师体会到人人可以发光，所有岗位皆被尊

重。

3.5学校要加大对教师的人文关怀

教育不同于其他行业，高校不仅要做到以学生为本，还

要关心教育学生的教师群体。民办高校对教师群体的人文关

怀较弱，会让教师缺少温暖，容易增加离职率。教师流动越

频繁，民办高校对教师的离职越司空见惯，仿佛形成了一个

越不关心越离职，越离职越司空见惯的恶行循环。频繁流动

的教师群体，对于高校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对于学生的教

育也非常不利，对于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非常不利。因此，

民办高校要加大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尽可能稳定教师群体，

帮助教师共同克服困难，更利于增加教师对学校的感激和信

任，从而对学校产生更强的心理依恋，激发教师感恩、回馈

学校的动力。

4.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推进民办高校的发展及其科研实

力的提升，学校的管理者可以深入挖掘和借助心理契约的特

殊作用，在制定各类政策时多深入教师群体，深入地了解教

师的内心需求，以心理契约为基础，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

方法来激励教师，争取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减少交易维度的约束，增加关系维度和团队成员维度的建设，

加强教师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建设。通过行动感召和激励教

师主动提高、主动探索，尤其是长期被民办高校相对忽视的

教育科学研究，更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

提高民办高校的竞争力，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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