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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对口支援是进修教师和挂职干部继续教育、提升能力的平台。以华中农业大学对口支援塔里

木大学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高校对口支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受援高校解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

合作等方面的问题,使受援高校的进修教师和挂职干部回到原单位后,在工作理念、专业知识、工作效率、工作能

力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进修人员的个体需求与实际效果的切合度并不高,支援高校所提

供的客观条件和新环境下的人际关系等非个体因素对进修人员的满意度影响显著。为此,提出了健全和完善高

校对口支援工作的建议:加大对对口支援双方高校的资金投入,出台教师进修和干部挂职锻炼的相关政策,完善

进修和挂职学习锻炼过程中的配套制度,创新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搞好配套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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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口支援是指由政府启动,在发达地区和不发

达地区有关机构和学校之间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
引进发达地区的物资和智力资源,促进不发达地区

或欠发达 地 区 教 育 发 展 的 一 种 援 助 模 式[1]。自

2001年6月教育部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

校工作以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校、地方政府全

力配合,积极探索,精心组织,为西部地区培养下得

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质量人才,有力促进了东西

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2]。然而,高校对口支

援也存在着政策运行资源不足、高校成本收益不对

称等诸多问题[3]。为此,本文以华中农业大学对口

支援塔里木大学为例,对高校对口支援工作所取得

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为深入推进教育部

“质量工程”———教师进修和干部学习锻炼项目的实

施提供政策依据和参考建议。

  一、数据来源

  选取塔里木大学69名来华中农业大学进修的

教师和挂职锻炼的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

卷62份,回收率为89.9%。参与问卷调查的教师、
干部中男性32人、女性30人,其中20~29岁的占

21%,30~39岁的占64.5%,40~49岁的占14.5%;
本科学历的占31.1%,研究生学历的占68.9%;汉族

的占90.3%,回族的占1.6%,维吾尔族的占3.2%,
其他少数民族的占4.8%。

  二、调查结果

  1.对口支援工作在进修教师和挂职锻炼干部心

目中的满意度较高

从调查看,91.9%的调查对象认为,开展高校对

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发展帮助很大,能够帮助受援

高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合

作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已开展的各项对口支援工

作,被调查者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尤其是在院校领导

互访、人才培养、工作队伍建设、管理工作等方面更

为满意(见表1)。
一位挂职锻炼干部在总结中写道:
“华中农业大学对对口支援工作高度重视。校领

导及各级机关部门、学院领导对所有进修人员进行了

周详安排,为每位老师和干部制定了具体学习计划,并
为每人指定了1名指导老师,生活上也给予了周到安

排。我们抵达的第二天,学校就召开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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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和挂职干部对进修学习锻炼的各个方面

都比较满意

从交流总结材料看,教师和干部进修、锻炼主要

是想自我充电,提升自己。从问卷调查看,被调查者

对进修培训的各个方面都比较满意,尤其体现在承

担单位的工作氛围、进修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自

身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见表2)。
表1 进修教师和挂职锻炼干部

对对口支援各项工作的满意度   %
工作

类别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比较

不满意

非常

不满意

校院领导互访 45.2 32.3 21.0 1.6 0.0
人才培养 33.9 53.2 11.3 1.6 0.0
学科建设 16.9 52.5 28.8 1.7 0.0
科研合作 15.3 44.1 39.0 1.7 0.0
管理工作 30.0 45.0 25.0 0.0 0.0

师资队伍建设 18.3 48.3 30.0 3.3 0.0
资源共享 20.0 43.3 35.0 1.7 0.0

资金和物质援助 12.3 29.8 52.6 5.7 0.0
工作队伍

(含派出干部)建设
30.0 48.3 21.7 0.0 0.0

表2 教师和挂职干部对进修和学习

锻炼工作各个方面的满意度 %

项目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比较

不满意

非常

不满意

整体效果 35.0 56.7 8.3 0.0 0.0
自身能力提高 24.6 59.0 16.4 0.0 0.0
学校重视程度 55.7 39.3 4.9 0.0 0.0
进修学习内容 24.6 55.7 19.7 0.0 0.0
进修学习方法 27.9 50.8 19.7 1.6 0.0
时间进度安排 27.9 47.5 21.3 1.6 1.6
工作任务安排 27.9 47.5 21.3 1.6 1.6
单位工作氛围 54.1 32.8 11.5 0.0 1.6
单位人际沟通 44.3 41.0 13.1 1.6 0.0
单位组织制度 45.9 39.3 13.1 1.6 0.0
考核激励机制 36.1 37.7 24.6 0.0 1.6
单位后勤服务 59.0 37.7 1.6 0.0 1.6

闲暇生活 31.1 54.1 13.1 0.0 1.6

  3.教师进修和干部挂职学习锻炼的成效

通过进修培训,被调查者反映在创新工作思维

方式、工作理念(26.3%),开拓工作视野(25.8%),
提高工作能力(22.6%),完善专业知识(17.7%)方
面得到了学习和锻炼;被调查者表示,经进修或学习

锻炼回到原单位后,自身在工作理念、专业知识、工
作效率、工作能力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得到明显

改善。

  三、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教师进修、干部学习锻炼工作,
我们对被调查者的需求与满意度进行交叉分析,对
各影响因素与满意度进行Pearson分析。

1.教师、干部需求与满意度的交叉分析

教师、干部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们

对对口支援工作的需求;二是他们对进修、学习的需

求。以频数过半为切合标准,从表3可以看出,除了

教师、干部工作理念的需求与各项具体工作的满意

度的切合度比较高外,其他主观需求与各项工作满

意度的切合度都不高。这说明被调查者对教师进修

和干部学习锻炼各项工作的满意度与其自身的需求

不相匹配,还存在一定差距。

2.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分析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民族、政治面貌等是教师

进修和干部学习锻炼中呈现出来的个体特征。从整

体来看,个体特征的各项因素与教师进修和干部学

习锻炼工作的满意度显著性相关水平不高;从具体

来看,性别与教师进修和干部学习锻炼工作中的整

体效果、进修(学习锻炼)时间及进度、工作任务安排

以及考核激励的满意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

与考核激励的显著性相关较高,说明不同性别的教

师、干部对此项工作的满意度存在差别。另外,教师

表3 教师进修和干部学习锻炼工作的需求与工作满意度的交叉分析 频数

项目
整体

效果

自身能

力提高

学校重

视程度

进修学

习内容

进修学

习方法

时间进

度安排

工作任

务安排

单位工

作氛围

单位人

际沟通

单位组

织制度

考核激

励机制

单位后

勤服务

闲暇

生活

思想政治认识 4 4 4 4 3 3 3 4 4 4 4 4 4

日常工作业务 23 22 23 20 20 17 18 23 23 23 18 24 20

理论知识学习 30 27 31 28 27 26 26 29 29 29 27 33 30

组织制度建设 17 18 17 14 15 16 15 18 17 17 16 18 16

工作方式 27 25 30 23 23 22 22 25 24 24 22 29 26

工作理念 41 38 42 35 33 33 34 38 37 37 34 42 39

管理激励体制 30 30 30 28 27 26 27 30 29 30 26 31 30

其他 4 4 4 4 4 4 4 4 4 4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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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干部的政治面貌与进修和学习锻炼内容的满意度

存在显著性相关,说明不同政治面貌的进修教师和

干部对其进修和学习锻炼的内容存在不同的需求

(见表4)。

  3.非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分析

在对口支援各项工作中,政府支持、高校支援的

内容与方式以及受援高校的接受能力等是主要的非

个体性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进修人员的子女教育、
家庭关系、生活方式等,以及支援高校提供的住宿条

件、生活补助、办公环境等。从整体来看,进修人员

顾虑的因素与其对工作满意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

关,而支援高校所提供的条件与其对工作满意度之

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说明进修人员自身所顾虑的

因素对进修工作影响不大,他们更加关注支援高校

所提供的客观条件。从具体层面来看,新环境下的

人际关系与进修人员能力提高的满意度之间存在显

著相关性,说明在交流期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

进修人员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支援高校所提供的

办公环境、办公设施、闲暇活动以及解决日常问题的

途径对进修人员在进修和学习锻炼期间的各项因素

的满意度都有深刻的影响,说明支援高校提供的各项

服务对进修人员的进修效果有着重要意义(见表5)。
表4 个体特征与教师进修及干部学习锻炼工作满意度的Pearson相关分析 P 值

个体特征因素
整体

效果

自身能

力提高

学校重

视程度

进修学

习内容

进修学

习方法

时间进

度安排

工作任

务安排

单位工

作氛围

单位人

际沟通

单位组

织制度

考核激

励机制

单位后

勤服务

闲暇

生活

性别 0.043 0.178 0.241 0.357 0.238 0.047 0.047 0.063 0.038 0.060 0.003 0.241 0.107
年龄 0.632 0.914 0.468 0.181 0.072 0.987 0.462 0.241 0.246 0.543 0.583 0.345 0.483

文化程度 0.703 0.547 0.586 0.912 0.727 0.826 0.588 0.812 0.389 0.802 0.589 0.657 0.299
民族 0.940 0.617 0.747 0.551 0.590 0.510 0.510 0.433 0.632 0.267 0.856 0.682 0.792

政治面貌 0.674 0.279 0.355 0.047 0.155 0.105 0.074 0.148 0.112 0.090 0.588 0.363 0.582
进修时间 0.381 0.805 0.332 0.348 0.397 0.109 1.000 0.925 0.959 0.653 0.971 0.630 0.781

 注:P<0.05说明两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值越小相关性越大。下同。

表5 非个体特征与教师进修和干部学习锻炼工作满意度的Pearson相关分析 P 值

非个体特征因素
整体

效果

自身能

力提高

学校重

视程度

进修学

习内容

进修学

习方法

时间进

度安排

工作任

务安排

单位工

作氛围

单位人

际沟通

单位组

织制度

考核激

励机制

单位后

勤服务

闲暇

生活

子女教育 0.560 0.629 0.306 0.782 0.998 0.999 1.000 0.999 0.990 0.999 0.997 0.999 0.999
家庭关系 0.341 0.455 0.991 0.529 0.999 1.000 1.000 0.999 0.990 0.999 0.996 1.000 0.999
生活方式 0.088 0.381 0.229 0.115 0.970 0.985 0.987 0.986 0.988 0.986 0.953 0.987 0.987
人际关系 0.447 0.039 0.111 0.094 0.980 0.987 0.988 0.987 1.000 0.987 0.967 0.987 0.988
环境适应 0.679 0.220 0.984 0.401 0.998 0.999 0.999 0.999 0.990 0.999 0.998 0.998 0.999
住宿条件 0.002 0.008 0.002 0.000 0.043 0.037 0.005 0.029 0.001 0.047 0.032 0.058 0.006
生活补助 0.001 0.002 0.000 0.002 0.037 0.084 0.003 0.031 0.006 0.104 0.033 0.075 0.002
办公环境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办公设施 0.003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闲暇活动 0.001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日常生活 0.00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在认知方面,进修教师和挂职干部对

对口支援工作与具体的进修学习有比较正确的认

识,能够把交流工作当作提升自己、加强学习的平

台;在实践方面,进修教师和挂职干部对进修经历比

较满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从研究结果看,
进修教师和挂职干部的个体需求与实际的满意度切

合度不高,对口支援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教

师进修和干部学习锻炼工作以及整体对口支援工作

的长效开展;非个体因素对进修人员的满意度影响

显著,尤其是支援高校的支援内容、方式、服务水平

等都明显影响着进修人员的满意度,呼唤支援高校

不断改善对口支援工作。同时,进修教师和挂职干

部对丰富支援内容、更新支援方式、改善进修与学习

锻炼期间的氛围以及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基于调查和分析,健全和完善高校对口支援工

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对口支援工作是一

项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双方高校必须以促进受

援高校发展为大局,根据学科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实

际需求,克服困难派出和培养急需人才。
第二,加大投入。在国家支持西部地区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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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环境下,政府和社会要加大对对口支援双方

高校的资金投入,确保对口支援工作拥有可持续开

展的物质基础。
第三,完善政策和制度。发挥教育主管部门在

对口支援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出台教师进修和干部

挂职锻炼的相关政策,逐步完善进修和挂职锻炼过

程中的配套制度,提高工作质量和效果。
第四,创新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有效地将物

质支援与技术支援、管理支援相结合,实现由“输血”
向“造血”功能的转变,使进修教师和学习锻炼干部

回到原单位后,能显著提高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培
养出新的教学科研团队和管理队伍。

第五,搞好配套服务。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

的相关配套服务,为进修教师和学习锻炼干部营造

优良的工作氛围,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在

有限的时间内全身心锻炼和提高自己,促进对口支

援“质量工程”———教师进修和干部学习锻炼项目的

长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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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AnalysisonTeachers’sTrainingandCadre’s
PracticeinCounterpartSupportbyColleges

———TakingCounterpartSupportingTarimUniversityby
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forExample

ZHANGHong-rong,CAIJiang,LIJing
(PresidentOffic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Counterpartsupportbycollegesistheplatformforteacher’strainingandcadre’sfurther
educationaswellasabilityimprovement.TakingcounterpartsupportingTarimUniversitybyHuazhong
AgriculturalUniversityforexample,thispaper,thoughinvestigation,foundoutthatcounterpartsup-
portbycollegeswill,toacertaindegree,helptheuniversitieswhichreceivetheassistancetoworkout
suchproblemsasdisciplineconstruction,talentcultivation,S&Tcooperationetcsothatthetrained
teachersandcadreswillmakegreatprogessintheirworkingideology,professionalknowledge,working
efficiency,workingabilityandworkingmethodsaftertheyreturntotheirformerunits.However,the
individualneedsoflearningstaffwillnotmeetwiththeactualeffect,non-individualfactorsaffecting
trainingstaffsatisfactionwassignificant.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severalsuggestionsonhow
toperfectthecounterpartsupportbycolleges:increasetheinvestmentincounterpartsupportbyboth
colleges,makerelevantpoliciesonteacher’strainingandcadre’spractice,perfectthesupportinginsti-
tutions,innovateworkingcontentandmethodsandstrengthensupportservice.

Keywords counterpartsupportbycolleges;teachertraining;studyandpracticeforcadres;quality
engineering;supporteducationprogramsin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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