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教材仅限天天中文内部使用

“纸面科研”“表格科研”……别让高校青年教师陷入“科研短期主义”

2025 年 04 月 07 日 11:00 来源：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近年来，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深入推进，各地高校

注重在“破五唯”中突出“立新标”，着力构建以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教育评价标准更为多元、科学。近期，半月谈记者

走访多所高校发现，“破五唯”改革成效显著，但

不少“青椒”(高校青年教师)在更多样的考核标准

要求下，压力却不减反增，担忧陷入“科研短期主

义”。

面对领导的要求，什么任务都敢接、什么工作都会做；对于领导重视的事情，

不管能不能完成，都先表态“没问题”。不少青年教师认为，做科研本应向“专

家型学者”努力，但如今在“非升即走”和名目繁多的考核标准下，自己却成了

“全能型临时工”。

多位受访者表示，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被要求填报各种评估表格、撰写报告等，

使得教学科研本职工作遭受挤压，职业发展目标出现偏移。还有高校老师表示，

本土博士留校往往需要承担许多非科研任务，而留洋归来“就算不太参加学校事

务，一般也没人会说你”。

年龄和科学创造力关系密切，大多数科学家的科学创造力高峰是在中青年时

期达到的。“脑子最灵光的时候没有精力出成果。”多位受访青年科研工作者表

示，这个时期往往也是经济、心理压力最大的时期。“自己常做‘纸面科研’‘表

格科研’，就是没精力做长期科研。”一位青年教师直言，“指标太多，工作都

可能保不住，还谈什么搞科研？”

青年科研人员被文山会海、表格报告“捆住手脚”，实际反映出评价体系与

创新规律的错位。在具体科研工作上，青年教师群体期待优化人才使用机制，提

高资源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破解选题难、资源难、转化难的困局，持续释

放科研活力。

一面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热门领域的“过度竞争”，一面是基础学科的冷

清和成果转化的困境，这是许多“青椒”们的共同感受。一位入职某高校不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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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青年教师表示，为保科研项目的命中率，宁可放弃长期积累的冷门方向，选

题陷入追热点、蹭热度怪圈，而热门领域却出现“模板化创新”“跟班式科研”

等现象。

青年科技人才应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中坚力量。受访专家认为，要将教

育评价改革推向深入，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

系，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构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创新生态。

南开大学教授祁艳玲等学者建议，加大对基础研究项目的长周期资助，延长

整体考核年限，允许“失败”，并回归“预聘-长聘”的制度理念，筛选有学术

志向和潜力的青年学者，让他们专注研究领域或扩展新的跨学科方向。一位科研

机构工作人员建议，可以建立科技人才“代表作”制度，鼓励科研人员提交最能

体现其学术水平和贡献的成果，突出关键成果的价值。

引导科研资源、市场资源向更多“潜力股”倾斜。河北工业大学副教授张健

新建议，可通过青年基金、设备共享等形式保障青年群体的科研资源。对于条件

相对落后的地区，可开展“科研结对”，通过共同攻关、共享经费等方式，弥合

区域之间的科研势差。天津医科大学副教授李春雨建议，针对青年科技工作者在

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不会转、不想转等现实情况，加大“企业导师”等模式试点推

广，开展体系化的“科研项目经理”培训，助力青年学者提升科研及产业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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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你认为“科研短期主义”对学术研究的长期发展有哪些潜在的负面影响？

2.“短期主义”会带来哪些利弊？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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