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点，层次、逻辑清楚地展开阐述，尽量做到提纲挈领，上课时

再根据知识点，结合临床进行详细阐述，切忌将每一个要讲的

字都写在幻灯片上，这就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专业

水平；（４）每张幻灯片字数不宜过多
［８］，使用黑体字效果较好，

每排字之间要有１．５倍的间距。标题多采用３２～３６号字，正

文采用２８号字；（５）因为本课程涉及形态学的知识点多，所以

幻灯片中应多放图片。图片主要是从书，网上精心的查阅，也

可自己拍。责任，是教师之本职，教师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精心地备好每一节课。尽管每年讲授的内容大致相同，但一定

要根据学科发展进行必要的更新修改，不能每年上课都用相同

的幻灯片。

５　利用网络教学资源

由于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教师很难做到充分的与学生

交流，另外，由于教学目标等因素影响也很难给学生自主探究

的时间，而网络教学所具备的强大功能圆满地解决了这些难

题。因此，网络教学是提高教学效率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能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促进师生交流，提升理论和

实验教学的效率［９］。本校开展网络课程已有多年，笔者也对

《临床检验基础》开设了网络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教学大纲、教

学幻灯片、以问答形式编写的重点知识点解释、检验专业的行

业标准、重要知识点的拓展知识、病例分析、图片及题库等。在

教学邮箱中可以随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在学习的不

同阶段出题检测学习情况。《临床检验基础》网络课程为学生

搭建了一个良好的自学平台，使教学内容更全面丰富，有利于

学生的自主学习，丰富和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网络课程已成

为当今社会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教与学的重要纽带，是一

种值得大力推广的全新的教学形式。医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对

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获取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医学

相关教学素材，对于丰富授课形式、提高教学效果、介绍最新研

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１０］。

总之，不论是教授哪门专业课，为了使学生得到更大的收

获，教师都必须熟悉专业、认真备课、抓住重点、生动讲解。正

所谓“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自身工作能力和

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是每一位教师永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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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属教学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现状调查与改革建议

刘建瑛１，窦　焱
２，邓　丹

３

（１．重庆医科大学人事处　４０００１６；２．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人事科　４０１３３１；

３．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４００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２９．０５３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２９３５８４０３

　　基层学术组织作为大学基本组成单位，承担着教学科研、

咨询服务等学术活动的具体实施，是大学履行学术职能的核

心，也是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建构的重心［１］，其结构是否合理，直

接关系到大学的质量和效益。为更好地了解重庆市属教学研

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状况，笔者就承担的重庆市社科联课题

“重庆市教学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及管理优化研究”

任务，对重庆市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别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基层学

术组织现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期冀为促进重庆地方大学现代

大学制度建设，深化地方大学人事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从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６月采用问卷形式对７所

被调查高校基层学术组织一线的教学科研人员、基层学术组织

的负责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调查。同

时，通过座谈会、访谈等形式对个别高校进行深入了解。共发

放问卷３２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２８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７１．２５％。调查区域：调查高校分布在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

区、九龙坡区、渝北区、涪陵区；调查高校类别：理科、工科、文

科、医药、师范、综合等６种不同类别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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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内容　问卷从被调查人员对基层学术组织的理解、

基层学术组织结构模式、运行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期望等

几方面进行调查。以期从问卷中找出重庆市属教学研究型大

学组织结构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从而对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提

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１．３　质量控制　由承担调查任务的课题组成员具体负责实施

调查工作。保证由专人负责发放及回收问卷、核对、验收、数据

统计分析等具体工作，做到调查内容真实、填写客观、数据可

靠、结果可信。

２　基层学术组织现状与分析

２．１　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２．１．１　性别及年龄　男１２８名，女１００名；年龄最小的２３岁，

最大的５９岁，平均３８岁。

２．１．２　学历学位情况　研究生１４８名（占６４．９１％）；本科７４

名（占３２．４６％）；大专和其他６名（占２．６３％）；获硕士学位者

１００名（占４３．８５％）；获博士学位者６１名（占２６．７５％）；获学士

学位者４６名（占２０．１８％）；无学位者２１名（占９．２１％）。

２．１．３　职称情况　中级职称８４名，所占比例最大（占

３６．８４％），其次分别为副高７７名（占３３．７７％），正高３０名（占

１３．１６％），初级２８名（占１２．２８％），其他９名（占３．９５％）。

２．１．４　所在岗位情况　教学科研一线岗位者为１２２名，所占

比例最大（占 ５３．５０％），其次分别为管理岗位 ７１ 名 （占

３１．１４％），教学辅助岗位２２名（占９．６４％），专职科研岗位１３

名，比例最低（占５．７０％）。

２．１．５　学校定位　被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的高校为教学研

究型大学的有１４６名（占６４．０３％），为教学型大学的有７０名

（占３０．７０％），为研究型大学的仅有１２名（占５．２６％）。

２．２　重庆市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现状

２．２．１　基层学术组织的类型及开展活动的基本单位　被调查

对象任职高校的基层学术组织类型主要为学校院（系）教研

室（占５１．７５％），学校院（系）研究中心（占３１．１４％），学校学

院系（占２９．８２％）；主要的形式为教研室（占５２．６３％），系（占

３８．６０％），研究所（占３３．７７％）；开展科研活动的基本单位主

要为学系（占４７．８０％），教研室（占４２．１０％），研究室或者研究

中心（占３７．７２％）；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主要为教研室

（占６３．６０％），学系（占４３．４２％），学院（占３１．５７％）；开展对外

服务的基本单位主要为学院（占５９．１０％），研究室或研究中心

（占４０．９３％），系（占３４．４２％）。

２．２．２　基层学术组织工作的重心及设置主要依据　被调查对

象任职高校的基层学术组织的工作重心主要为教学与科研工

作（占５３．９８％）；基层学术组织设置的主要依据为学科方向

（占４７．７７％）。

２．２．３　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情况　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员认为

就职高校的基层学术组织部分拥有自主权（占５４．１９％）；认为

本校基层学术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学术交流较少（占５５．８０％）；

认为本校基层学术组织之间交流较少（占６９．００％）；认为本校

各个基层学术组织之间，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自主流动

（占５１．７９％）；认为本校基层学术组织中少数有学术带头人

（占３７．７７％）；而学术带头人的聘任会综合考虑科研能力、教

学能力和管理工作能力（占４５．７７％）；本校基层学术组织负责

人多以上级聘任的方式产生（占６２．７８％）；其待遇主要是将工

作量折算成学时或科研业绩计算酬金（占４４．００％）；本校基层

学术组织内的各项管理制度已经部分健全（占７４．８９％）；本校

基层学术组织成员在学术重大问题决策中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占４３．２４％）；行政权力对本校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权力的影响

较大（占４５．９５％）；认为本校的基层学术组织在３～５年内将

相对稳定（占６５．７５％）；对本校基层学术组织内部管理体制与

运行机制比较满意（占６０．６３％）。

２．３　基层学术组织存在的问题

２．３．１　结构设置情况　被调查者中有１１９名选择“部分合理”

（占５４．１％）。

２．３．２　制约发展的主要弊端　教学与科研的冲突束缚了组织

创新的动力（占３５％）；没有经费管理、人员聘用的自主权（占

２２．２７％）；封闭性组织限制了学术组织的发展（占２０．４５％）。

２．３．３　困扰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　场地、设备及经费短缺（占

６０．９３％）；“行政化”影响严重（占４８．３７％）；政策支持力度不

够（占３８．１４％）。

２．３．４　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　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占

６０．３７％）；教师的“单位所有制”特征与学术自由活动的矛盾

（占４７．７４％）；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与重大课题研究的矛

盾（占４１．８９％）。

２．４　关于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信息反馈

２．４．１　基层学术组织开展绩效考核工作能否促进学术发展　

４５．９８％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基层学术组织开展绩效考核工作能

促进学术发展。

２．４．２　基层学术组织是否应进行定期评估　６４％的被调查者

认为有必要对基层学术组织进行定期评估。

２．４．３　基层学术组织改革的必要性　７２．６５％的被调查者认

为有必要在高等教育改革浪潮中，对基层学术组织进行进一步

改革。

２．４．４　对基层学术组织进行改革的方向　学术自治，教授治

学（占７０．４％）；加强学科交叉融合，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占

５６．９５％）；下放人事管理、薪酬分配权力（占４２．１５％）。

２．４．５　适合本校发展的基层学术组织主要形式　以学科为基

础的研究中心、研究所或研究室（占６６．６７％）；以科研项目为

基础的研究平台和团队（占６０．３６％）；多种组织结构并存（占

４２．７９％）。

２．４．６　期望中的学术组织　教学科研协调发展（占７６．６５％）；

具有充分学术自由（占７２．２５％）；学科交叉融合（占７０％）。

３　讨　　论

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教学研究型大学都是从教学型大学发

展转型而来的，与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相比，它具有强调

教学科研并重、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并举和学科发展水平

参差不齐等特点［２］。通过对重庆市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高校

基层学术组织的调查显示出各个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发展存

在一定差距。在学术组织的结构类型上，办学历史较长、科研

实力较强的大学趋于多样化，有３种以上的学术组织类型；办

学历史较短、偏重教学工作的院校则明显呈单一性。“教研室”

仍是各类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基本类型，它存在于所有学校

中。对于大学是学术组织，其特点是重心活力均在基层组织，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最基本的生产点，它的极端重要性使

得对它的研究应该成为现代大学组织结构研究的首要任务［３］，

对此认识，重庆部分市属教学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研究

和发展水平尚不能达到现代大学应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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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是大学发展的内在变量。与国内外的高水平大

学相比，地方大学制度的差距是最大的差距之一，在某种意义

上，中国地方大学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造就人才的制度［４］。

针对调查中反映出的“单位所有制”、封闭性组织结构、场地、设

备及经费短缺、“行政化”影响严重等突出问题，作者认为可以

有针对性地进行人事体制机制改革，调整基层学术组织的结

构。其中首席专家制度、课题研究负责人制度、临时性研究团

队、跨学科与学院的交叉研究和教学中心、院长联席会议等都

是基层学术组织有效的具体表现形式［５］。

或者建立人事隶属关系与工作关系分离的模式，即教师人

事关系保留在院系或室，工作关系可以自由选择，打破人才壁

垒，优化人力资源配置［６］。这样可使教师既可以根据所承担的

教学课程的类型和学科方向参与（或隶属）相应的以教学为主

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如学系、教研室等），又可以根据自己的

科研方向或课题，参与某个以科研为主的“教学和研究单位”

（如研究所或中心），教师具体属于哪个组织，根据承担任务的

变化灵活组合［７］。

现代大学制度包括专家治校、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它要求

打破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建立体现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精

神的知识管理制度和学术管理制度［８］。对于基层学术组织的

改革和优化，也需要加强学科交叉，将人事聘任、薪酬分配等管

理权力下放，体现“学术自治，教授治学”［９］，并通过定期考核评

估等方式不断加强基层学术组织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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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系统是管理规范的必要前提。信息化人事档案管理标准

需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逐步加以完善。计算机及其自动控制

系统的应用，使档案的信息收集、存储与调取等管理工作的实

施更加便捷，实现一定范围内最大程度信息共享的目的，极大

地提高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建立计算机进行人事档案

信息管理的人机自动系统，不仅可以实现数据的准确与详实，

还能迅速地为医院提供符合要求的人员的详细信息。实施档

案的信息化管理，将大大提高档案资源的利用率。

２．４　加强信息保密性　加强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法律法规学

习，增强其法制意识和工作责任感，同时规范保密工作的规则，

对实体文件档案进行双重加锁并由不同的档案管理人员掌管

钥匙，对需要保密的电子文档特别是个人档案信息要实行相应

的加密程序，由专人管理密码。另外还要建立一个档案调取时

签字手册和电子备案记录的“信息追踪系统”，以备在出现档案

散失、隐私泄漏等问题时查找原因及相关责任。

２．５　引入管理工作的人性化关注　为了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

现代化管理理念，在医院的人事档案管理的系统建设和实际工

作中引入管理工作的人性化关注，这是现代化医院及其文化建

设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１２］。可根据医院文化、内外环境、设施

设备等软、硬装饰布置进行具体实施，以美化服从功能需要为

原则，力求做到美观而实用，为现代化中医院的人事档案管理

工作营造一个美好而愉快的环境氛围。

参考文献：

［１］ 魏丽珍．刍议医院人事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Ｊ］．

现代医院，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５．

［２］ 党维玲，杨孝军．新形势下医院人事档案管理探讨［Ｊ］．中

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２０１２，１４（１４）：４２１４２３．

［３］ 吴艳丽．浅议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中医院人事档案管理

［Ｊ］．中国医学创新，２０１２，９（２）：８０８１．

［４］ 陈家义．基层医院人事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Ｊ］．

现代医院，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２８１２９．

［５］ 倪丹．卫生人事档案管理现状与发展方向浅析［Ｊ］．青岛

医药卫生，２００７，３９（５）：３９７３９８．

［６］ 刘玉红．医院人事档案管理中医院信息系统的应用分析

［Ｊ］．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１，１（２３）：１５５１５５．

［７］ 董凯茹．加强医院人事档案管理的重要性［Ｊ］．中国医药

指南，２０１２，１０（４）：２９６２９７．

［８］ 陈英．医院人事档案管理现状及对策［Ｊ］．中国中医药咨

讯，２０１２，４（５）：４６６４６７．

［９］ 赵杰．谈医院人事档案科学管理［Ｊ］．档案管理，２０１２（４）：

９５．

［１０］柯沛霆．谈对如何搞好医院人事档案管理的探讨［Ｊ］．中

外医疗，２０１２，３１（１１）：１４６１４６．

［１１］杨小清，祝琳，石星．卫生系统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矛盾

分析与对策［Ｊ］．中国民康医学，２０１２，２４（１４）：１７８３１７８４．

［１２］张惠琴，陈春红．新时期下如何做好医院人事档案管理工

作［Ｊ］．当代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１６）：２８２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１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２０）

６８５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４２卷第２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