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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教师职业
压力及缓解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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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构成部分,行业特色大学具有自己特殊的地位。 随着行业特色

大学分配制度、人事制度等相关改革的深入,行业特色大学中的人文社科类教师面临着一些特

定的职业压力。 这种压力往往与行业特色大学特殊的工作环境以及学校对人文社科类教师采

取的政策相关。 对于行业特色大学而言,应该立足于学校自身的行业特色,了解和分析人文社

科类教师的职业压力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缓解或消除其职业压力,使之更好地从事教学

与研究工作。 同时,对人文社科类教师自身而言,寻找适当的职业压力自我疏解通道也是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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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多元化与差异化的趋势

日趋明显,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构成部分,行业特色

大学具有自己特殊的地位,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人才

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行业特色大学总体

上还是以理工高校为主,随着这类高校学科数量与

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人文社科类教师在行业特色

大学师资中所占比例呈一个逐渐上升的态势。 同时

随着行业特色大学分配制度、人事制度等相关改革

的深入,行业特色大学中的人文社科类教师面临着

一些特定的职业压力。 这种压力往往与行业特色大

学特殊的工作环境以及学校对人文社科类教师采取

的政策相关。 对于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教师而

言,适度的压力可以增加工作的欲望与动力,但若压

力过大或者产生的压力不恰当,将会对这类群体的

身心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进而会影响到学校的健康发展。 如何立足于学校自

身的行业特色,了解和分析人文社科类教师的职业

压力情况,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是行业特色大

学以及人文社科类教师都需要认真思考与面对的现

实问题。
一、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学科的定位

行业特色大学通常指的是具有鲜明的学科特

色、行业背景显著、主要为特定的行业进行专门人才

培养的高等院校。 行业特色大学具有特殊的历史背

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大学模式参照苏联进行

了院系重组,突出了专业性和行业性,在农业、林业、
地质、矿业、石油、电力等行业新组建了一批行业特

色大学,相当长的时期内,其隶属关系在各个部委。
1998 年开始,国家进行教育改革,取消行业办学,这
些行业特色大学中的一部分划归教育部管理,另外

一部分实行地方政府与教育部双重管理。 行业特色

大学专业特色鲜明,其学科体系主要围绕相关行业

设置,学科相对集中,行业影响力较大。[1]

随着行业特色大学学科数量与招生人数的不断

增加,以理工科为主的行业特色大学大多也开办了

相当数量的人文社科类专业,扩大了学科覆盖范围。
在学术资源和人才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一所高校想

在所有的学科领域都处于一流水平几乎是不可能



的。 对于行业特色大学而言更是如此,它们只能在

与其密切相关的行业的若干个学科建立自己的优势

学术地位,形成自己的特色,进而带动相关学科的协

调发展,最终使得学校的整体学科地位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来讲,行业特色大学的特色与其优势学

科是相对应的。 在这种情况下,行业特色大学的人

文社科类学科总体上是依附于学校的主干学科,整
体实力相对较弱,发展也相对不平衡,劣势比较明

显。 同时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行业特色大学

人文社科类学科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强。 这种发展

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文社科类学科

的发展。[2]这种背景下,行业特色大学中的人文社

科类教师总体上来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其发展

依附于学校主干学科和特色学科,发展的空间相对

狭窄。
二、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教师职业压力的

表现

一般而言,职业压力指的是当职业要求迫使人

们作出偏离常态机能的改变时所引起的压力。 正是

由于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学科存在着自己的特

殊性,因此人文社科类教师除了一般高校教师所共

有的职业压力外,其压力还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和

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1. 工作地位相对尴尬,教学任务普遍比理工类

教师繁重。 行业特色大学的主干学科一般是理工类

学科,其学科体系主要围绕相关行业设置,学科相对

集中,行业影响力较大。 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
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石油化学工程等学科具有

较强的科研实力和师资队伍,整体发展水平在国内

居于领先地位。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特色鲜明的优

势学科推动,行业特色大学的品牌和特色才逐步形

成。 基于这样的背景,行业特色大学的人文社科类

学科得到的重视程度则普遍不够,在行业特色大学

中常常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很多学校的管理者

甚至认为人文社科类学科是可有可无的。 同样的道

理,行业特色大学的特色专业发展历史较长,师资积

累较为雄厚,而人文社科类专业普遍发展历史较短,
专业教师普遍比较年轻。 从师生比例来看,人文社

科类专业的师生比明显不如理工类专业合理。 在行

业特色大学中,理工科教师的教学量安排较为恰当,
教师可以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 而人文社科

类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普遍较满甚至超负荷,这就使

得行业特色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教师没有较多的时间

和精力从事科研工作。
2. 竞争压力相对更大。 在行业特色大学中,由

于历史以及学科发展不平衡等原因,人文社科类学

科的科研整体实力是要弱于理工科的。 对于某些高

校来讲,这种差距甚至是巨大的。 但是在职称评定、
专业进修、成果考核等方面,行业特色大学则往往采

取“一刀切冶的政策,对于人文社科类教师和理工科

教师同等对待。 虽然说目前在行业特色大学中,人
文社科类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其学缘背景和学历

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但这种行业性与学科差异性的

长期存在,使得人文社科类教师要在科研方面取得

和理工科教师一样的成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学科

的差异使得人文社科类教师在岗位聘任、业绩评定

甚至相关福利的发放等方面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

位,进而导致人文社科类教师职业压力较大。[3]

3. 职业发展目标不清晰。 行业特色大学近年来

开始逐步重视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发展,人文社科类

专业与人文社科类师资总体上是呈增加的态势。 但

由于所在专业发展时间短,底子薄,相当数量的人文

社科类教师对于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不够清晰的。 由

于没有之前的相关经验可以借鉴,人文社科类教师

尤其是年轻教师对于如何选择适当的研究领域,如
何在教学与科研中寻找平衡,如何加入相关的教学

科研团队等,还缺乏较为客观与清晰的认识。 当行

业特色大学的发展目标或者发展方向与自己的教学

科研方向出现不一致的时候,人文社科类教师往往

会感觉到茫然,从而产生压力。
三、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教师职业压力形

成的原因

对于行业特色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教师而言,其
特殊的职业压力是与行业特色大学的各种特殊因素

相关联的。
1. 人文社科类学科建立时间短,基础薄弱。 长

期以来,行业特色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结合自己学

校的定位慢慢形成了自己学校的优势学科和优势专

业,总体上强调以理工学科发展为主。 相比较而言,
相当数量的行业特色大学的人文社科类学科是在大

学扩招的背景下,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

来的。 这些学校的人文社科类学科普遍存在发展时

间短且在发展中存在“撒胡椒面冶的现象,强调人文

社科类专业的齐全,但支持力度不够。 有的行业特

色大学的本科专业已经涵盖了人文社科类大多数学

科,但缺乏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进一步支撑,教学和科

研能力总体偏弱。 相当数量的行业特色大学在人文

社科类学科发展中严格来讲尚未形成系统科学的学

科体系。[4]这使得行业特色大学中的人文社科类教

师由于学科支撑较弱,相对于学校特色学科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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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教师而言压力较大。
2. 学校对人文社科类学科重视程度相对不够。

长期以来,大多数行业特色大学形成了重点发展特

色学科的办学理念,这就使得人文社科类学科没有

得到应有的重视。 比如在人员编制上,这类学校明

显地向理工学科倾斜,造成人文社科类学科教师编

制相对紧张。 相应地,在完成学校同等的教学工作

量时,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教师人均工作量就会成倍

增加,从而压力也就会增加。 再比如在经费投入方

面,人文社科类学科明显少于理工学科,存在着经费

投入不足问题。 诸如此类问题不再一一列举。
3. 学校在科研评价方面没有考虑人文社科类教

师的特殊性。 目前高校正在积极推行教学科研工作

量综合评价制度,这种教学科研评价结果直接与教

师的职称、岗位评聘相挂钩。 有的行业特色大学规

定,无论什么学科的教师,要进行职称申报,必须有

国家级课题,必须发表国际著名数据库检索的文章。
但大家知道,国际著名数据库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

领域,人文社科领域的数据库不但较少,而且受文

化、意识形态等影响较大,因此,中国的人文社科类

教师想在国际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是非常

困难的。 所以,这种未进行学科区分的科研评价体

系也是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教师产生职业压力

的一个重要原因。
4. 行业特色大学办学定位的提升对人文社科

类教师要求的提高。 相当数量的行业特色大学是

211 高校,如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中国矿业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 这些大学近些年大

多提出了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为了

达到这个目标,这些大学在保持原有特色学科优

势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文社科类教师的

学历、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文社科类教

师之间的学历竞争、业绩竞争不断加剧。 同时知

识资源更新的趋势在不断加强,这也使得人文社

科类教师的压力与不安在逐步增强。 如现在许多

行业特色大学要求教师博士化,但对于许多人文

社科类学科如艺术类的教师来讲,在中国现有的

学历学位体系下,获得博士学位是非常困难的,这
样其压力也就会逐步增加。

四、行业特色大学缓解人文社科类教师职业压

力的途径

1. 适当调整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教师的考

核评价机制。 针对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学科教

师的特点,学校可以考虑从教学与科研两个维度改

革相关教师的考核评价机制。

从教学方面来看,应提高教学工作在人文社科

类教师评价体系中的地位,这点主要是针对目前行

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教师教学任务负荷过重带来

的压力增大而设计的。 根据人文社科类学科各个二

级学科的不同性质,调整相应教学工作的权重。 同

时为了鼓励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对教

学评估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在评估体系中坚持

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
从科研方面来看,对于人文社科领域而言,若想

取得较高的科研成果,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底和长年

的积累。 尤其对于行业特色大学的人文社类科教师

而言,本身学科在学校内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为此,行业特色大学对于人文社科类学科科研的考

评可以考虑实行周期考评,如进行 3 年或者 5 年的

一次考评。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降低教师的压力,有
利于产出有分量的成果。

同时在考评的时候,行业特色大学要积极探索

教学与科研相互替代的方案,这样可以使得人文社

科类教师集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取得最佳效果,从而

可以有效降低其相对劣势带来的压力。
2. 引导人文社科类教师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行

业特色大学应该高度关注人文社科类教师的压力问

题,对相关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应当建立专门的教

师帮助机构,通过该机构与青年教师共同规划其职

业生涯。 在对人文社科类教师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

时候,对其教学、科研定位要与学校发展、学院发展

相结合,尽量避免走弯路。 在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

方面要针对人文社科类教师不占优势这一类问题提

早进行心理介入,进行目标管理,设定正确的目标和

路径。
同时可以考虑介入必要的职业压力管理。 目前

职业压力管理还没有纳入到中国高校的组织管理体

系中,但在西方的高校中职业压力管理得到了普遍

重视。 从行业特色大学成本支出的角度来看,压力

管理会增加一部分显性成本,但从长期来看,却可以

大大降低由于人文社科类教师压力增大导致的工作

效率下降而带来的机会成本。 从压力管理的角度

看,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学校人力资源部门

充实相关的专业人员,如增加心理辅导咨询师,为包

括人文社科类教师在内的广大行业特色大学的教工

提供减轻压力的帮助,这个效果应当是显著的。[5]

3. 构建支持型的人文社科类院系组织文化。 作

为行业特色大学中的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兴趣爱好、自身的精力投入等这些

内在因素。 但宽松的组织氛围、良好的办公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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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行业特色大学的人文社科

类教师而言,这些可能更为重要。 对于他们而言,充
足的科研经费、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些显性的条件固

然重要,但自主的学术环境、得到充分尊重和认可的

学术科研空间可能更重要。 所以,对于行业特色大

学中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建立支持性的组织文化,为
人文社科类教师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组织环境,形
成具有团队合作的文化氛围,鼓励教师奉献和创新,
也是非常重要的。

4. 鼓励人文社科类教师通过自我完善来缓解压

力。 学校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以及相关的外部干预在

缓解行业特色大学人文社科类教师职业压力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但对他们自身来说,提升其自我管理、
自我完善、自我教育的能力也是必要的。 对此,行业

特色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教师可采取以下对策:一是

要对自身的职业生涯进行科学规划。 要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对职业发展目标进行合理设计,比如可强

化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与交叉,借助优势学科来发展

自己,进而防止由于目标设计不合理而带来挫折感

和压力。[6]二是要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心态。 作为

行业特色大学中相对弱势学科的教师,要认识到这

种学科的弱势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要培养

自己理性平和、自信自尊的心态,扛得住压力、耐得

住寂寞,树立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 三是要多

参与社会活动,积极与同事、学生进行交流,主动接

受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掌握必要的应对压力的方

法和技巧。 这些都可以有效地降低行业特色大学人

文社科类教师的职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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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Occupational Stress Relief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eachers i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LI Zhigu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ies have their own special status.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related personnel system in these universities,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eachers
are facing their own specific occupational stress. This stress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special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eachers. Universities should base on their ow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occupational stres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eachers, an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ir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to make them better engaged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work. Meanwhil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eachers,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path to relieve stress by themselves.
Key word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eachers; occupation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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