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科教融合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将科研与教学两种教育方式统一结合，是高校人才

培养模式的深度变革，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共性需

求[1-3]。目前，高等院校如何集科研、教学于一体，高

校教师如何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人才培养目标

进行改革及重新定位，此类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

遍关注。高等院校与高校教师也一直处于不断的

探索与实践当中，力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推进科

教融合理念的具体实施[4-7]。

本研究以安徽工程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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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教融合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将科研与教学统一结合，在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

质水平。以安徽工程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师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人才培养目标

定位3个层面定义科教融合的内容；结合职称级别、学历等级、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整理、统计调查结果；分析我校教师对“科

教融合”理念认同与实践情况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得出我校教师认同“科教融合”理念，能够达到基本实践程度。同时，为促进

高校教师走科研育人之路，创新高校教师教学理念文化，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机制，能够引领更多的高校教师将“科教融合”

的理念认同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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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takes the teachers of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Automotive Engineering of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way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efines the cont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goal.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are collated and

counted combined with title grade, educational level, age structure, gender struc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identificatio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among teachers,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e teachers agree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and the practice

of this concept can reach the basic level of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mote college teachers to take the roa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ng people, to innovate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cultur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policy

guidance mechanism has been formulated, which can lead more college teachers to translate the concept

identification of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to concret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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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调研对象，从理念认同，实践情况两个方面，

分析了我校教师对“科教融合”理念认同及实践情

况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制定了有效的激励制度。此

项研究指明了高校教师教学改革的方向，而政策引

导机制的建立，有利于高校实施科教融合教育体

系，引领更多的高校教师走科研育人之路，完成高

校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1 科教融合研究内容与方法

科教融合理念认同与实践程度是高校教育体

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本研究组根据我校教学体制

实际现状，从3个层面定义了科教融合理念的内容：

(1)在教学内容上，重视科研与教学之间的相互关

系，基于科研项目及时更新教学内容；(2)在教学方

式上，将传统讲授教学模式转化为带有研究价值的

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即将科研

转化为具有研究性价值的教学方式；(3)人才培养目

标进行重新定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建立

学生的科研思维，训练学生的科研方法。科教融合

理念将科研与教学一体化，既丰富了教学内容也为

科研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8-13]。

根据上述3个层面从理念认同和实践情况两个

方面设计问卷调查表，问卷调查内容见表1，于2018

年 3月 6日发放给我校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的 100

名教师，一周后共收回有效问卷 97 份，有效率为

97%。调查期间，随机访谈了几名教师，目的在于验

证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同时，与我

校教师相互交流、共同探讨，获得了我校教师对调

查研究的大力支持。

2 科教融合问卷调查的统计与结果分析

2.1 科教融合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问卷调查的整理、统计，本次调查研究

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2，具体如下：(1) 职称级别：助

教占13.4%，讲师占39.18%，副教授占40.21%，教授

占 7.22%；(2) 学历等级：学士占 8.25%，硕士占

48.45%，博士占 43.3%；(3) 年龄结构：35岁以下(含

35)占 23.71%，36～45 岁(含 45)占 43.3%，46～55 岁

(含55)占27.84%，55岁以上占5.15%；(4) 性别结构：

男性占68%，女性占32%。

2.2 科教融合理念认同调查结果与分析

以职称级别、学历等级、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将

调查研究对象分为4类项目，分别对表1中1.1、1.2、

1.3 三个层面问题进行统计研究，绘制各项目统计

图，结果见图1～4。

1.1 层面：职称级别、学历等级、年龄结构、性别

结构这 4类项目（以下简称 4类项目）显示，我校教

师重视科研与教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到教学内

容应基于科研项目而随时更新。而职称级别中的

教授、学历等级中的博士、年龄结构中 55岁以上者

认同率都达到100%。职称、学历等级越高，年龄越

长者，接触的科研项目多，是高校科研团队的领导

1.1 重视科研与教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基

于科研项目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1.2将传统式讲授教学模式转化为带有研

究价值的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引领学生

进行研究性学习，即将科研转化为具有研

究性价值的教学方式。

1.3 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建立学生

的科研思维，训练学生的科研方法。

2.1 在教学内容上，重视科研与教学之间

的相互关系，基于科研项目及时更新教学

内容。

2.2 在教学方式上，将传统式讲授教学模

式转化为带有研究价值的研究性教学，在

教学中引领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即将科

研转化为具有研究性价值的教学方式。

2.3 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注重培

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建立学生的科研思

维，训练学生的科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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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容易体会到科研与教学相互融通的重要性。

1.2 层面：教授、博士对这一层面完全认同。原

因可能在于具有教授职称、博士学历的教师拥有自

己的科研项目，认识到科研与教学是相互融通的，

要想有所进步与创新，必须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

习。年龄结构与科教融合完全认可度成线性关

系。随着年龄的增加，教师都能够意识到在自己的

教学生涯中科教融合对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重要

性。男性教师完全认可度远高于女性教师，可能在

于男性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晋升有着明确的定位目

标，对自己的科研与教学要求程度更高。

1.3 层面：总体而言，1.3层面完全认同度低于1.1

和 1.2层面。原因可能在于 1.3层面认同理念是 1.1

和 1.2层面的升华。1.1和 1.2层面是科教融合理念

的基础内容，我校教师基本都认同，而我校教师认为

1.3层面已经远超于科研与教学的范围，不在他们的

教学范围之内，削弱了他们的重视程度。但有部分

教师还是完全认同这一理念，这可能与他们的个人

素养、综合知识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认为学生终

将走向社会，面对残酷的就业压力，学生必须做好充

分的准备，只有科研基础扎实、科研思维灵活才是他

们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2.3 科教融合实践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任何事物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是需要过程的，从

理念认同到实践行动也是如此。总体而言，表 1中

2.1和2.2层面我校教师基本已经通过实践行动将科

研与教学紧密结合起来，而表1中2.3层面我校教师

不能够完全实践。具体统计图见图5～8。

在教学内容上（表1中2.1层面），我校教师基本

上能够基于科研项目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自己的

实践行动，将科研与教学相互关联，相互融通。走

教学研究之路，创新高校教师教学理念文化。

在教学方式上（表1中2.2层面），随着职称级别

的提升、学历等级的提高、年龄结构的增加，教师对

科教融合理念的实践情况呈上升趋势，可见，我校

教师勇于创新，能够将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化为带有

研究价值的研究性教学，让大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摆脱枯燥的填鸭式教学。

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上（表1中2.3层面），由

图5～8显示，我校教师存在基本实践与没有实践两

种情况。原因在于2.3层面的实践，教师不仅要有丰

富的科研经验，还要具备科教融合更深层次的教学理

念，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建立学生的科研思维，

训练学生的科研方法，也是对我校教师的一大考验。

学历等级最高的博士、年龄结构中 46～55岁(含 55)

者，对 2.3 层面基本实践情况分别是 85.71% 、

62.96%。学历越高，经历的科研项目越多，人生阅历

更丰富，境界开阔，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科研；而

46～55岁(含55)者正是教育事业者辉煌时期，敢于创

新，更是我校科教融合理念实践行动的领头人。性别

结构中的男性教师基本实践情况为69.70%，而女性教

师仅为19.35%。男性教师重视程度远高于女性教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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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年龄结构统计图（理念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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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原因在于男性教师具有更强的教育改革意识。

3 结论与建议

经调查分析可知，我校教师认同科教融合

理念，职称级别中的教授、学历等级中的博士能

够达到完全认同的程度；而对这一理念的实践

情况，我校教师能够达到基本实践程度，对科教

融合理念认同与实践情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与此同时，此项调研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高校教师对“科教融合”理念认同与实践

的现状，为加快高校实施科教融合教学体系，高

校应制定政策引导机制，进一步促进高校教师

为科教融合理念的有效实施付出具体的实践行

动。

(1) 组建科教融合项目研究组。深入研究科教

融合理念的内涵，结合高校实际发展现状，探究高

校教育改革创新模式，以科教融合理念为指导，转

变人才培养观念，培养社会所需求的综合型高素质

人才。项目研究组定期围绕以“科教融合实践与发

展”为主题，为高校教师进行全方位培训，努力提升

高校教师的教学观点、综合素质、个人能力及科研

水平，这样才能顺利促进教师实施科研与教学相互

结合的人才培养工作。

(2) 建立科教融合实践行动组。选取经验丰

富的教师作为科教融合实践行动的领头人，以科

教融合为高校教学特色，制定实施计划，监督实践

情况，并引导经验薄弱的教师实现科研与教学的

统一。行动组定期开展实践行动经验分享会议，

让每位教师认清自己的责任担当，互相学习，相互

帮助，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同时，在实践过程中

对经典案例进行分析，总结经验与方法，积极思

索，分析问题之所在，最终实现高校教育体制的改

革与创新。

(3) 制定具有激励作用的政策。对教师科教融

合教学模式的实践行动进行考核量化评分，并作为

年度优秀教师评选内容项目之一。表彰和鼓励科

教融合做得好、认真带领大学生做科研、训练大学

生科研思维、积极帮助大学生提升科研能力的教

师，从而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激发教师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为进一步完善高校科教融合教育新模式做

好充分的准备。

图5 职称级别统计图（实践情况）

图8 性别结构统计图（实践情况）

图6 学历等级统计图（实践情况）

图7 年龄结构统计图（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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