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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
。

高等学校
,

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在重点搞

好教学
,

为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同时
,

还要承担国家的一些科学研究任务
。

而且从

提高教学质量出发
,

高等学校也必须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

高等学校既然有 两 重 任

务
,

那就必然存在着正确处理这两项任务的关系问题
。

因此
,

正确处理教学和科学研究

的关系
,

就成为高等学校科研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
,

高等学校的

科学研究工作就能顺利开展
。

否则
,

不但科学研究搞不好
,

教学也会受到影响
。

正确认识高等学校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关系问题是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
。

对

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就有不 同的看法
。

特另lJ是在最近两年内
,

由于国家对科研成果开始

实行奖励制度
,

教师的职务晋升也把科研成果作为衡量学识水平的重要标志
,

在报刊上

发表论文又有一定 的稿酬
,

这就促使教师对搞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比过去较为重视
。

在这种情况下
,

有些同志就认为教师重科研轻教学
,

科研影响了教学
。

有的学校领导干

部也有这种看法
。

有的人甚至要求学校主管部门纠正这种现象
。

而有些同志则 不 以 为

然
。

他们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不是搞的太多
,

而是开展不够的问题
,

国家对

科学研究实行奖励
、

稿酬等制度
,

调动了教师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

这不仅推动了科学

技术和生产的发展
,

同时
,

也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

这个看法从理论上讲是对的
,

但是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 却拿不出确切的根据
。

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
,

我们对西北农学院的情况作了一些调查
。

西北农学

院是一所综合性农学院
,

专业学科类型比较多
。

理
、

工
、

农
、

医
、

社会科学等都有
。

在教

师队伍中
,

各类人员基本配套
,

教授
、

副教授人数较多
,

近几年来
,

教学和科学研究工

作开展的比较正常
。

从 1 9 7 7 年招生制度恢复以后
,

每年招生人数都在 60 0人左右
。

现在

在校学生人数 ( 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 )
,

已经接近或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最高水平
。

各

个教学环节除四年级少数课程外
,

都已基本开出
。

科学研究任务也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

前的规模
。

所以
,

有一定的代表性
。

二
、

调 查 结 果 及 初 步 分 析

调查对象
;

讲师以上教师
。

因为在高等学校里
,

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主要是他们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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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
,

其他都是辅助力量
。

教学与科学研究矛盾与否
,

处理好坏
,

也集中地表现在他们

身上
。

调查方法
:

首先进行 面上普查
,

我们组织教务
、

科研
、

人事等方 面比较熟悉教师情

况的同志在一起
,

对全校讲师以上教师的教学科研情况逐系逐人作了分析研究 ( 水利系

因大部分在西安未作调查 )
,

对全院总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
。

接着又选择了四个

不同类型的系 ( 部 ) 作 了重点调查分析
,

看他们在处理教学和科研关系方面有什么区另lJ

和联系
。

然后又对部分教师作了典型调查
。

分析他们在处理教学 与科研关系方面的具体

情况
,

其中包括教学
、

科研都搞的好的六人
,

研究他们能够搞好的原因
; 只搞科研不搞

教学的教师 12 人
,

分析其不搞教学的原因
; 只搞教学不搞科研的 71 人

,

分析其不搞科研

的原因
。

最后
,

翻阅国内外有关资料
,

进行整理分析
,

写成初稿
,

大家讨论
,

统一认识
。

调 查材料的时间界限以 1 9 8 0年的情况为主
,

也参考过去的一些情况进行分析
。

调查结果 :

( 一 ) 现有教师承担教学任务的情况

全院讲师以上承担教学任务的共有 24 8 人
,

占总人数的 7 9
.

5%
。

不承担教学任务的

64 人
,

其中有 34 人既不承担教学任务又不参加科学研究
。

专搞科研不 搞教学的 只 有 30

人
,

不 到 10 %
。

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的安排上
,

基本上是符合教学为主的原 则的
。

( 见表 l )
。

表 1 西北农学院教师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情况调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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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现有教师参加科学研究的情况

全院讲师 以上参加科学研究的共有 17 4 人
,

占总人数 56 %
,

不参加科学研 究 的 有

18 3人
,

占44 %
,

其中教授
、

副教授不搞科研的有 22 人
,

占教授
、

副教授人数的 31 %
。

特别是教授
、

副教授不参加科研的人数这么多
,

说明科研工作在西北农学院还是开展得

很不够的
,

对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校的学术水平是很不利的 ( 见表 1 )

( 三 ) 既搞教学又搞科研的教师情况分析

在全院3 12 名讲师以上教师中
,

既搞教学又搞科学研究的人共有 14 4人
,

占这类教师

46 %
。

在这 1 44 名教师中教学科研不但没有矛盾
,

而且互相促进
,

两项任务都完成得好

的共有79 人
,
占57 %

,

其中教授 8 人
,

基本上都搞得好
,

没有矛盾 , 副教授 31 人
,

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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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搞得好
,

占67 % ; 讲师有 50 人
,

两项工作都搞得好
,

占47 %
。

因搞科研影响教学质量

的只有 l 人
。

其他的 人
,

教学和科研虽然成绩不突出
,

但并无互相矛盾的现象
。

情况表

明
,

学 识水平越高
,

教 扮和科研的矛盾越小
。

在单搞教学的 1义 人中
,

教学质量不高的

有 14 人
,

约 占 13 %
。

在单搞科研的 30 人中
,

也有 6 人科研工作搞得不好 ( 无成果或未按

原计划进行的 )
,

占2 0 夕百
,

说明教学
、

科研搞得好的
,

绝大多数都是承担双重任务的
,

单搞教学或科研的人
,

不一定就是教学或科研任务完成得最好的 ( 见表 2 )
。

讲师以上教师既搞教学又搞科研的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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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几个系 的情况

由于 各系的情况不同
,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处理情况也有不同
。

我们选择了农学
、

植

保
、

农机
、

基础课部三个系一个部作进一步的调查分析
。

这四个系 (部 )代表了学校各个

不同类型的情况
。

如农学系教学任务较少
,

科研任务大
;
植保系教学科研任务 都 比 较

大
;
农机系教学任务一般

,

科研任务很少
; 基础课部教学任务大

,

科研任务很少 ( 见表

3 )
。

表 3 几个系 ( 部 ) 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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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表明
,

讲师以上担 任教学工作的人数一般都在 70 % 以上
。

其中基础课部最

多
,

占89 %
。

参加科研工作的人数
,

农学
、

植保较多
,

占80 % 以上
,

农机系和基础课部

较少
,

分别占 30 %及 4 4
.

6旦百
。

植保系参加科研人数比教学人数稍多一些
,

农学系参加教

学和科研的人数基本相等
,

农机系和基础课部参加科研的人数远远少于教学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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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以看出
,

当前讲师以上教师的教学任务并不很重
。

每人平均不到一门课
,

一般

只有半门课
,

平均六
、

七十学 时
。

教学任务最重的基础 课部
,

每人平均也不到 一 门 课

( 0
.

8 门 )
,

学时 10 4
.

6魂
。

说明开展科学研究还是有潜力的
。

但是
,

目前实冰承担的科

研任务却很少
。

农学
、

植保基本上平均两个人承担一个课题
,

农机系五个人承担一个课

题
,

基础课部十多人承担一个课题 ( 见表 4 )
。

表 4 几个系 ( 部 ) 教师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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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 象讲 师以上
。

科研课题数 内包括 自选课题在 内
。

关于一些教师个人的典型调查
,

将在下面
“ 几个问题的探讨

”
中

,

作具体的研究分

析
。

三
、

几 个 间 题 的 探 讨

( 一 ) 正确认识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问题
:

根据我们对西北农学院的情况调查
,

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第一
,

从全院总的情况看
,

教学 与科学研究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
,

体现教学为主的原

则
。

讲师以上教师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人数比例是 3灼
: 2 7 4

。

前者 占讲师以上人数的

80 %
,

后者占 56 %
。

不承担教学任务的只有 6 4人
。

这些人不搞教学的主要原 因
,

不是由

于科学研究的影响
,

而是由于当前没有教学任务或者是准备出国进修及承担其他工作
。

少数人是因病不能工作
。

如农学系有 8 人未承担教学任务
,

其中无教学任务或搞其他工

作者 5 人
,

患病者 2 人
,

只有 1 人是科研任务较重
。

基础课部不承担教学任务的 8 人
,

无教学任务或搞其他工作者 7 人
,

因病 1人
,

没有一人是承担科学研究的任务
。

第二
,

从各个教学单位 ( 系
、

部 ) 的具体情况分析
,

有的系 ( 部 ) 教学 与科学刃f究

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

但是这些矛盾的产生
,

主要不是科学研究任务过重
,

而是 由于教

学和科研安排处理不 当
。

如基础课部主要是教学任务重
,

科研搞不开
,

89 %的人都有教

学任务 ( 见表 1 ) ,
每人平均要承担一门课的教学任务

,

学时
`

1 0二
.

6建
。

每 13 个人才承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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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研课题
。

农学系教学任务较少
,

每人平均只有 3 6
.

2学时
,

但是 80 %以上的人都承担

有教学任务
。

科研任务较大
,

每两个人要承担一个课题
。

由于安排不好
,

因此
,

教学与

科研之间有一定矛盾
,

但矛盾不大
。

植保系教学科研任务都不少
,

但是 由于安排较好
,

基本没有什么矛盾
。

农机系教学任务不大
,

但是由于条件上的限制和安排上的问题
,

科

研工作也开展不够
。

第三
,

不论从全院总的情况和各系 ( 部 ) 的具体情况分析
,

西北农学院当前的基本

状况是
,

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都开展的不够
,

人的潜力
, 特别是讲师以上教师 的潜力还

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
。

全院还有 1 38 名讲师以上教师 (占总人数 4 4 % )没有参加科学研究

工作
。

他们没有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原因
,

除基础课部部分人员外
,

绝大部分不是

由于教学任务过重
,

而是由于选不准课题
,

或者是 由于经费和设备条件差
,

工作难以开

展
。

第四
,

从教师本人来说
,

只要安排处理的好
,

在搞好教学的同时
,

完成一定的科研

任务是完全可能 的
。

我们对六名教授
、

副教 授进行了调查
,

他们的教学任务
,

平均每人带课 1 25 学时
,

还要培养研究生
。

同时还担任了不少行政或社会工作
。

但是
,

科学研究工作也 搞 的 很

好
。

从试验设计
、

操作管理
、

观察记载到整理材料
、

分析研究
,

都亲自动手
。

科研任务

能按期完成
,

并不断有新的进展
。

分析其原因
,

主要有这样几条
:

①业务水平高
,

实

践经验丰富
,

教学 已过关
,

科研有基础
,

方向明确
,

方法对头
,

工作效率高
; ②事业心

强
,

干劲大
,

能吃苦耐劳
,

亲 白动手
; ③工作计划性强

,

对教学科研和其他有关工作
,

组织安排 的好
; ④谦虚谨慎

,

团结合作搞的好
,

能充分发挥教学科研助手和各方面的力

量
。

根据陕西省高教局的统计
,

全省四十六所高等学校承担国家科研任务的只有二十二

所
, 1 9 8 0年全省高校教师参加科学研究的人数共为 3 5 0 0人左右

,

占教师总数百 分 之 三

十
。

说明从全省高校来看
,

重科研
、

轻教学 的现象也是不存在的
。

综合以上各点
,

说明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
,

只要合理安排
,

它们

之间的本质联系应 当是互相促进 的
。

( 二 ) 高等学校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问题

从这次调查和历史经验中
,

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

以教学为主
,

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

在教学基本过关
,

人力和物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
,

逐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比重
,

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校的学术水平
,

办好

高等学校
,

特别是办好重点高等学校的基本规律
。

教学不过关
,

过早过多的开展科学研

究
,

或者忽视教学为 主的原则
,

盲目开展科学研究
,

不但会影响教学质量
,

科学研究也

是搞不好的
。

相反
,

在教学基本过关以后
,

不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

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

的提高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

从表 2 的调查资料中
,

可以看出
,

在担任双重任务的教师中
, 8 个教授 1 00 % 都没

有矛盾
,

两项任务都 完成的很好
; 副教授 31 人中

,

有 67 %的人两项任务都完成的好
,
讲

师 1 05 人中
,

有 47 % 的人两项任务都完成的好
,

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学识水平越高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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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科学研究的矛盾越小
,

教学过了关
,

就可以腾出手来搞科研
,

搞 了科研
,

水平提高

了
,

反过来也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

另一方面
,

教授
、

副教授的科研基础比校好
,

条件也

较优越
,

搞科研比较容易
,

所 以与教学的矛盾不大
。

( 三 ) 科学研究在高等学校的地位问题

科学研究在高等学校的地位问题
,

中央领导同志一直是十分重视的
,

并且作了明确

的指示
。

早在五十年代
,

周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都 曾强调高等学校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面军
。

邓小平副主席在 1 9 7 7年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

并提出要把重点大学办成 既

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
。

看来这个问题似乎 已经解决了
。

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不

但在重点农业大学没有落实
,

就是教育部直属的一些全国著名大学 也没有落实
。

这里不

仅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

同时还有不少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

我们认为要真正解决科学研究在高等学校的地位问题
,

除了认识问题以外
,

还要从

国家计划
、

领导体制
、

经费等方面具体落实
,

不然就是一句空话
。

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来看
。

国家科学研究任务的主要承担者都是高等学校
。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中所提出的重大的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

都是由高等学校承担的
。

一

些重要 的科学研究机构也是设在高等学校里
。

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有 1 1 3 5个研究

单位
,

其中 8 19 个是与大学协作
,

设在大学里的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设有 4 5个跨学科的

研究中心
。

日本东大
、

京大都有十多个研究所
。

在人员编制上
,

麻省理工学院教职工编制

共约 8 8 0 0人
,

其中教学人员为 1 7 3 2人
,

研究人员为 2 9 5 0人
。

研究人员比教学人员多 1
.

7

倍
。

日本大学的专职科研人员占全国科研人员一半
。

在科研经费方面
,

西德 由联邦和州

政府援款所支取 的研究基金中
,

资助大学的研究项 目占 90 %
,

美国 1 9 7 8年全国基础研究

支出的总数为 60 亿美元
,

其中大学和大学管理的国家实验室为 36 亿美元
,

占总数的

60 %
。

麻 省理工学院全校经费 3
.

2亿美元
,

其中科研经费即达 2
.

2亿美元
。

美国霍普金斯

大学每年全部经费是 2
.

04 4亿美元
,

科研经费即占 1
.

0 35 亿美元
。

两校科研经费都占全校

经费一半还多
。

我们的情况和国外著名大学的情况简直不能相比
。

从科研计划安排来 看
, 1 9 8 0年全

国农牧科研计划共有 1 53 个课题
,

高等农业院校负责主持的只有 54 个课题
。

农业部直属

高等学校 1 9 8 。年批准建立了五十个科研机构
,

但是
,

有名无实
,

人员编制和经费等都未

落实
。

如西北农学院共有教师 67 0 余人
,

专职科研人员只有 30 人
,

科研事业费一直没有

落实
,

主要靠三项费用维持
。

这种状况说明高等学校特别是高等农业院校的科学研究工

作在国家和学校内部的地位是很成问题的
。

它与高等学校的性质
、

任务和特点是很不相

称的
。

与它在科研上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也是不相称的
。

如 1 9 7 8一 1 9 8 0年全国农业科研成

果奖共有90 项
,

高等农业院校就有 32 项
。

陕西省 1 9 7 7年以来
,

高校取得的科研成果共计

1 6 2 4项
,

其中重大成果 3” 项
,

有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或填补了我国空白
,

有的对国

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

受到全国科学大会
、

省科学大会和省人民政府的奖励
。

仅

1 9 7 9年陕西高校科研成果受省人民政府奖励的就有 97 项
,

占全省受奖成果 的 36 %
,

其中

一等奖 21 项
,

占全省一等奖的 60 %
。

农牧科研成果一等奖共有 7 项
,

西北农学 院 就 占

4 项
。



贾永莹等
:
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关系问题的初步研讨

从高等学校现有教师的潜力和后备力量 ( 研究生
、

大学生等 ) 的雄厚基础来讲
,

科

学研究在高等学校里应当提到重要的地位
。

鉴于我匡!科研体制已经形成几股力量平衡发

展的实际情况
,

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虽不能成为国家科研力量的主体或中心
,

但是也应

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军
,

与中国科学院
、

专业科研系统同等对待
。

在任务分配和人员编制
、

经费设备等方 面给予恰当的安排
,

以充分发挥学校的科研优势
。

在学校内部
,

根据各校

不同情况
,

科研工作 也应加强
。

有的学校可以办研究院
,

以科研和培养研究生为主
。

有

的学校可以教学与科研并重
,

有的则可以教学为主
,

适当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

两个中心

可以在重点高等学校逐步形成 ,, 一般高等学校则不一定提出这样的要求
。

( 四 ) 正确处理教学 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

第一
,

反对忽视教学或忽视科学研究的倾向
,

很据各校的实际情况把科学研究工作

摆在适当的地位
。

从中国高等农业学校的情况来说
,

教学为主的原则必须坚持
。

但同时

也要看到高等农业学校
,

特别是重点高等农业学校的讲师以上的教师
,

必须积极参加科

学研究工作
。

不搞科学研究
,

就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

学校的学术水

平就不能提高
。

至于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究竟应 当占多大比重
,

要根据每个学校的实际

情况来确定
。

一般说来
,

凡是教学已经过关的讲师以上教师
,

都应当积极参加科学研究

工作
。

如果教学还没有过关
,

那就应 当全力投入教学或少搞一些利学研究工作
。

第二
,

要有一定的专职科研队伍
。

高等学校教师
,

既然要以教学为主
,

那么要保证

科学研究 的正 常进行
,

就必须有一定 的专职科研队伍与之配合
。

否则
,

科研工作就可能

时作时停
,

不能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

有了这支队伍
,

教师的潜力就可得到充 分发 挥
。

当然这个队伍的人数不宜太多
,

一般可 占讲师以上教师人数的三分 之一到 二 分 之一
,

或者按教授
、

副教授人数的一倍配备助手
。

这样教学和科学研究即使发生矛 盾 也 可 解

决
。

第三
,

大力加强结合教学的科学研究工作
,

把这些工作纳入学校的科研计划之中
。

如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

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
,

教学法的研究
,

科学实验方法的

研究等
,

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

又能够充分发挥研究生
、

大学生这样一支庞大的

科研后备军的作用
,

完成一些比较重大的科学研究任务
。

这是一般科学研究机构所没有

的
。

第四
,

在人力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对教授
、

副教授实行三年内有一年脱产搞科研

或出国考察
、

合作研究的机会
,

这
一

也是解决教学 与科研矛盾
,

促进多出成果早出成果的

一个有效方法
。

第五
,

加强学校与科研机构的协作和人员交流
,

互相支持
,

取长补短
,

也是处理好

教学与科研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

如 国家或地方有关部门制订科研计划时
,

可以指定某

个科研单位或高等学校负责主持
,

其他学校或科研单位参加
,

共同研究
,

明确分工
,

以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和有关科研单位的作用
。

目前主持单位和参加单位互不连系
,

各干各

的现象
,

既不利于完成国家科研任务
,

也不利于发挥各个单位的积极作用
。

另外
,

教师

和科研人员互相兼职
,

既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

又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
。

这个问题是学

校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但是
,

有关领导机关的组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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