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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省份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研究
———基于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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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奖励。一个地区获得该 奖 的 数 量 和 等 级 在 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和衡量其高等教育教 学 研 究 水 平 及 其 在 全 国 的 竞 争 力。以 新 世 纪 以 来 四 次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共 计

２０９７个获奖项目为数据 基 础，以 跨 省 域、跨 学 科 门 类 的 量 化 模 型 为 研 究 工 具，发 现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竞 争 力 呈 现

“一超两强”的局面，且东部地区各省份教学竞争力普遍优于西部。中部地 区 呈 现 湖 北 省、陕 西 省、四 川 省 “三 足 鼎

立”的态势。各省份教学成果特色学科整体分布与 “双一流”中的一流学科基本相同。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学竞争力；“双一流”；学科特色

［中图分类号］Ｇ　６４０；Ｇ　４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１６２（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９１－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ｎｗｎｕ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２

　　由国务院、教育部主办的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 果 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ｗａｒｄ，ＮＨＥＴＡＡ）是 我 国 高 等 教

育领域中唯一的国家级奖励。“其作为与国家科技

三大奖同级别的国家级奖励，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

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１］。新世纪以来，评选高等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作为国家实施 “科教兴国”

战略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学

及人才培养工作的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充 分 展 现 了 各 省 份、各 高 校 在 重 视 教 学 建

设、重视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一个地区获得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数量和等级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反映和衡量其高等教育的教学研究水平及

其在全国的竞争力。

目前，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

研究已经逐 步 由 整 体 宏 观 的 统 计 归 纳［２］转 向 分 学

科［３－４］、分机 构［５］的 专 项 研 究；由 单 个 年 份 获 奖

情况［６］的分析转向多年趋势变化的探寻［１］。已 有

研究从教学激励、教学培育等方面对历年高等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进行分析，为接下来的国家政策

制定提出了可行的建议与参考。但截止目前，没有

研究者针对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进行过分省

市 （自治区）的统计分析，也没有研究者将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基于不同的获奖级别进行量化处理和公

式计算。总而言之，虽然研究取向发生了转变，但

大部分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分析

依旧基本遵循着 “整体－机构－年份”这一简单模

式，考察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其年份变化、产出绩

效评价等方面。而对我国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进行地域分布研究及量化研究的还很少。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 （建国）早期的教

学研究资源行政性布局发生了较大改变，省域教学

研究发展水平出现了明显的非均衡布局”［７］。以进

入２１世纪以来所有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为

数据基础，分析和探讨各省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竞

争力及高等教育中各学科教学研究竞争力，不仅有

助于清晰我国各省份在高等教育不同学科上的研究

水平，更能够以此为依据找寻各省份高等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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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今后的政策制定及教学改进提

供精准的方向，从而使目前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更

好地响应国家号召、契合时代主题。

一、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分类

本研究 以 我 国 大 陆 地 区３１个 省 市 （自 治 区）
在新世纪以来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４
年）各自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情况为

数据基础，建构分学科门类、跨省域视角的量化模

型。文章涉及的历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

奖名单均下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国

家级教 学 成 果 奖 励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ｘｃｇ．ｅｄｕ．
ｃｎ／ｃｌｘｚ／）。新世 纪 以 来，我 国 高 等 教 育 国 家 级 教

学成果奖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９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其中，２００１年共有４９５个 项 目 获 奖、２００５年 共 有

５９９个项目获奖、２００９年共有６５１个项目获奖。直

至２０１４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从高等教育领域延

展到基础教育领域，高等教育领域的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缩 减 至４５２个。总 而 言 之，新 世 纪 以 来 共 计

２０９７个项目获 得 高 等 教 育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这

一奖项的评选客观上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事业

发展、“双一流”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与实践佐证。
就学科门类选择而言，研究者以教育部 《学位授予

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２０１１年）》中划分的学科门

类，即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

学、理学、工 学、农 学、医 学、管 理 学、艺 术 学

１２个学科门类为分类依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分析计量模型

１．各省份学科教学竞争力计量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分为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各等级所代表的教学成果竞争力确有

不同。参考奖项含金量及量化指标的一致性，结合

成果奖各等级的奖励金额，对不同等级的成果分别

给予不同的量化分数。特等奖量化分数为８分，一

等奖量化分数为５分，二等奖量化分数为２分。依

据科研管理中项目计量学的方法［８－９］，设置公式计

算每一省份某年某学科的教学成果竞争力指数，即

Ｃ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ｎ　ＮＨＥＴＡＡ），其

计算公式如下：

ＣＩＮ某 省－某 年－某 学 科＝ ａｂ槡ｃｄ
其中ａ为某省份某年某学科获奖数量，ｂ为某省份

某年某学科 获 奖 等 级 量 化 分 数，ｃ为３１个 省 份 某

年某学科平 均 获 奖 数 量，ｄ为３１个 省 份 某 年 某 学

科平均获奖量化分数。
基于这一公式计算出的竞争力，是各省份个体

水平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可以客观且真实

地反映出某一特定省份教学竞争力在全国的地位。
既考虑了获奖数量与级别的异质性，又考量了不同

年份所有获奖成果的整体差异，减少了定量研究误

差，具备一定的客观公正性。
此外，通过计算新世纪以来全国各省份在同一

学科、不 同 年 份 （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４年）ＣＩＮ的 平 均 值，就 可 以 得 到 在 某 一 特 定

学科 中 该 省 份 的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竞 争 力 指 数，即

ＡＣＩＮ（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ｎ　ＮＨＥＴＡＡ）。

ＡＣＩＮ某省－某学科＝（ＣＩＮ某省－２００１－某学科＋ＣＩＮ某省－２００５－某学科

＋ＣＩＮ某省－２００９－某学科＋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某学科）÷４。根 据 该

公式我们即可推导出该省份在某固定学科的高等教

育教 学 竞 争 力 的 平 均 值 即 为 ＡＣＩ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ｎ　ＮＨＥＴＡＡ）。

２．各省份综合教学竞争力计量

我们将各省 份 每 年 所 有 学 科 的ＣＩＮ平 均 值 定

义为该省基于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教学成果综合竞

争力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 “ＴＡＣＣＩ”）。

ＴＡＣＣＩ某省－２０１４＝（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哲学 ＋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经济学

＋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理学 ＋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工学 ＋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教育学

＋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农学 ＋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医学 ＋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历史学

＋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管理学＋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艺术学＋ＣＩＮ某省－２０１４－文学）

÷１２。
接着通过计算新世纪以来该省教学成果综合竞

争力 指 数 不 同 年 份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４年）中ＴＡＣＣＩ的 平 均 值，就 可 以 得 出 某 一 特

定省份的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指数，即ＡＣＩ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ｎ　ＴＡＣＣＩ）。ＡＣＩＴ某省 ＝
（ＴＡＣＣＩ某省－２００１ ＋ＴＡＣＣＩ某省－２００５ ＋ＴＡＣＣＩ某省－２００９ ＋
ＴＡＣＣＩ某省－２０１４）÷４。从 ＡＣＩＴ 的 定 义 和 计 算 公 式

可以看出，其通过整合不同学科及不同年份得到的

综合数值，能考虑到该省份所有学科的高等教育综

合教学竞争力。
基于对赋值和实际量化数值的合理分析，将全

国各省份ＡＣＩＴ分数从高到低依次进行排序。如果

某省份的ＡＣＩＴ≥５，我 们 可 以 认 为 该 省 份 的 教 学

成果综合竞争力非常强；如果某省份的ＡＣＩＴ≥２，
但＜５，我们可以认为该省份的教学成果综合竞争

力很强；如果某省份的ＡＣＩＴ≥１，但＜２，我们可

以认为该省份的教学成果综合竞争力较强；如果某

省份的ＡＣＩＴ≥０．７，但＜１，我们可以认为该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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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成果综合竞争力一般；如果某省份的ＡＣＩＴ
≥０．４，但＜０．７，我们可以认为该省份的教学成果

综合竞争 力 较 弱；如 果 某 省 份 的 ＡＣＩＴ≥０．１，但

＜０．４，我们可以认为该省份的教学成果综合竞争

力很弱；如 果 某 省 份 的 ＡＣＩＴ＜０．１，我 们 可 以 认

为该省份的教学成果综合竞争力非常弱。

二、我国各省份学科教学竞争力分析

就院校性质而言，我国除了存在大量综合性大

学外，还存在着许多专业性大学。长期以来，我国

各类大学依托自身丰厚的历史积淀、精准的学科定

位都得到 了 长 足 发 展。但 由 于 各 地 区 自 身 存 在 差

异、各类高校在各地区分布不均匀等问题，每一学

科门类在各地区的发展都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法学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有法学、政治学、社

会学、民族 学 等［１０］，该 学 科 在 维 护 当 代 社 会 稳 定

与正义、培养我国依法治国后备人才等方面有极大

作用。以此次法学学科门类的教学竞争力量化结果

来看，北京近四年的ＣＩＮ分值均在１０以上，整体

学科ＡＣＩＮ分值为１０．３６６８，远超位列第二名的上

海 （３．３７３９）、第 三 名 的 江 苏 （２．３４０７）。自２００１
年起，北 京 多 所 高 校，如 北 京 大 学、中 国 人 民 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在教学成果奖中均

有不菲成 绩。上 海 则 凭 借 复 旦 大 学 和 华 东 政 法 大

学、江苏凭借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此外，湖北凭借武汉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重庆凭借西

南政法大学和西南大学在该门类上的优势也都斩获

了不错的成绩，分列第四名和第五名。
工学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可分为光 学、机 械、

土木、水 利、石 油 和 纺 织 等 多 个 方 向［１０］，该 学 科

的教学改革与发展能够为我国应用科学的进步与实

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就此次工学学科的教

学竞争力量化结果来看，北京工学学科门类ＡＣＩＮ
分值为５．３１９７。虽 然 不 如 法 学 的 优 势 明 显，但 北

京仍旧以较大优势领先于第二名的江苏 （３．４５１８）。
而 陕 西 （２．９３８３）、 上 海 （２．０８６６） 与 天 津

（１．９８５３）紧随其后，位列第三 名、第 四 名、第 五

名。在２００５年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工 学 学 科

有两项教学成果特等奖，分别在北京、上海和陕西

完成。而江苏则以东南大学、江南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与中国矿业大学等老牌工科院校为平台进

行教学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天津则依托南开

大学、天津大学的教学积淀取得了一定成绩。
管理学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分类相对较少，分

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

共管理与图 书 情 报 与 档 案 管 理５个［１０］。在 此 次 管

理学学科的教学竞争力量化结果中，上海与北京凭

借管理学学科门类４．９１０２和４．７５３０的ＡＣＩＮ值分

列第一名、第二名。两市都以较大优势领先于第三

名的辽宁 （３．０５７９）。紧随其后的是第四名的安徽

（２．２７４４）和第五名的湖南 （２．１２７０）。在管理学教

学成果奖的获奖中，工商管理类获奖次数较多。因

而综合性大学的财经类或财经类大学在此学科中有

较大优势。上海与北京在此方面的优势毋庸多言，
辽宁则凭借东北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在管理学学科

上的优势在教学成果奖中屡获佳绩。湖南凭借中南

大学和湖南大学、安徽凭借合肥工业大学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
教育学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则更少，仅分为教

育学、心理学 和 体 育 学３个［１０］。以 此 次 教 育 学 学

科的教学竞争力量化结果来看，北京 以５．２０６９的

ＡＣＩＮ值 独 占 鳌 头，超 过 第 二 名 上 海 （２．２５０８）。
这得益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

等在教育学学科上的驱动作用。第三名则凭借南京

大学与东南大学在育人模式上的探索创新、南京师

范大学在教育学科上的改革成果被江苏摘取。第四

名、第五名之间的量化分数相差无几，分别是广东

（２．０７７７）和浙江 （２．０６７６）。其中，广东以华南理

工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浙江以温州大学与宁波大

学为代表。经济学学科门类分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

经济学两个 一 级 学 科［１０］，在 量 化 分 值 上 北 京 仍 以

明显优 势 高 居 榜 首，第 二 名、第 三 名 分 别 是 福 建

（３．４６６０）与四川 （３．０３３０）。紧接着的是天津、辽

宁与江苏。在具体奖项上，厦门大学、四 川 大 学、
西南财经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与南京大学等

学校在教学改革中的锐意进取奠定了其在该学科教

学成果奖中的成绩。而上海各高校，如上海财经大

学等虽在本学科有所斩获，但获奖数量不多且级别

较低。这使得上海在该学科的教学成果量化分值较

低，直接导致了上海在该学科的教学竞争力指数并

未进入全国前五名。
理学是具有最多一级学科的学科门类。其下设

有数 学、物 理 学、化 学、生 物 学、生 态 学、天 文

学、地理学和统计学等１４个一级学科［１０］。理学学

科门类的教学改革实践为我国基础研究提供了发展

动力，进而为推动应用性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北

京以７．１４３０的ＡＣＩＮ值远超第二名江苏和第三名

湖北。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共评选出两项理学学科门类的特等奖，均由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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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即 北 京 大 学 与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获 得。上 海

（３．０９７９）、天津 （１．４２２９）与吉林 （１．３１９７）分列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其分别以复旦大学、同

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为代表。
历史学学科门类仅有考古学、世界史和中国史

３个一级学科［１０］。历史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的溯源与

挖掘，目前我国只有十个省份斩获历史学门类的高

等 教 育 教 学 成 果 奖。其 中 北 京 （９．２６６１）、陕 西

（６．１３６３）与湖北 （５．２７４５）以较高 的 ＡＣＩＮ分 值

远超第四名上海 （２．９０６９）成为前三甲。历史学门

类的两项教学成果一等奖被武汉大学、西北大学摘

取，而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

在历史学方面的教学改革实践也极大提升了其所在

省份的名次。
农学 学 科 门 类 有 作 物 学、园 艺 学、林 学、草

学、水产和植 物 保 护 等９个 一 级 学 科［１０］。农 业 是

国家之根本，就农学领域的 ＡＣＩＮ量化数值来看，
传统性、专业性的农业、林业院校教学竞争力优势

明显。其不断革新的教学实践为各省份高等教育教

学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北京凭借中国农业大学与

北京林业大学在该学科门类上的优势位居第一，但

农学门类的量化数值表明，北京在这一门类的教学

竞争力优势不如其他学科门类明显。湖北省凭借华

中农业大学在每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的优异表现

位列第二名，以３．１４６６的 ＡＣＩＮ值 紧 随 其 后。第

三名则是农业大省河南。江苏与浙江凭借着南京农

业大学、浙江大学与浙江农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不

懈努力，分列第四名、第五名。
文学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也相对较少。其下设

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３个

一级学科［１０］。文 学 是 关 乎 人 类 文 学 积 淀 提 升、语

言表达流畅和文化传播迅速的重要学科门类。就其

量化统计结果而言，北京与江苏的优势十分明显，
分别以６．４０３８和４．８３６１的ＡＣＩＮ值位列第一名和

第二名。上海则凭借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

华东师范大学三所高校的教学成果位居第三。处于

第四名的山东与第五名的湖北量化分值较为接近，
它们凭借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在语

言文学 上 的 教 学 改 革 取 得 了 量 化 分 值１．７７０４和

１．７００１的成绩。
医学学科门类下设的一级学科众多，涉及基础

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药学、口腔医学和临床

医 学 等 １１ 个 一 级 学 科［１０］。北 京 以 较 大 优 势

（４．１６３３）拉开与第二名上海、第三名广东的差距，
其凭借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成果特等奖与北京大学

的教学成果一等奖高居榜首。上海凭借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医学院提升了竞争力，广

东凭借南方医科大学、汕头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

提升了竞争力。上述高校均进行了长足的教学实践

改革，在医 学 学 科 门 类 的 教 学 竞 争 力 上 有 突 出 表

现。而黑龙江凭借哈尔滨医科大学和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等取得的教学成果位居第四，获 得２．９２０６的

ＡＣＩＮ值；江苏则凭借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

学与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学成果位居第五。
艺术学的学科门类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

学、戏剧与 影 视 学、美 术 学 和 设 计 学５个 一 级 学

科［１０］。艺术学是 目 前 人 类 精 神 生 活 不 可 或 缺 的 组

成部分，其教学成果为增强大学生审美情趣、提升

美术等学科后备人才的素质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艺

术学的量化指标中，北京的优势极为明显。其凭借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戏曲学院与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艺术类院校而拔

得头筹，以１３．８６９５的ＡＣＩＮ值将其他省份远远甩

在后面。而分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的分 别 是 浙 江 （３．２９１２）、上 海 （２．９８３１）、陕 西

（１．５８７２）与辽宁 （１．２７９０）四个省份。
哲学在一级学科设置上与其他学科门类有很大

差别。其仅 有 哲 学 一 个 一 级 学 科［１０］。全 国 有 且 仅

有５个省份取得过哲学类的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在 该 学 科 门 类 中，吉 林 省 以 １１．７０３７的

ＡＣＩＮ分值摘取桂冠。吉林省凭借吉林大学哲学学

科的教学 改 进 与 推 广，多 年 处 于 该 学 科 门 类 第 一

名。而上海和北京则凭借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与中

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实践分别以８．６１０８和６．５９５８的

ＡＣＩＮ分值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浙江与湖南分别

依托浙江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的教学改革位列第四

名与第五名。

三、我国各省份综合教学竞争力分析

通过上文对各省市 （自治区）不同学科门类教

学竞争力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各省市 （自治

区）教学成果的特色学科并不相同，其整体分布与

此次 “双一流”名单中的一流学科基本相同。［１１］世

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的建设必然有赖于高等教育

教学质量的不断改进与提升，从某种角度而言，高

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为 “双一流”学科

与学校的选择及培育提供了有益参考与借鉴。整体

而言，我国东部各省份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优于西

部且沿海各 省 份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竞 争 力 普 遍 存 在 优

势。我国 中 部 地 区 呈 现 湖 北 省、陕 西 省、四 川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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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鼎立”的态势。各省份高等教育综合教学竞

争力在全国的梯队具体位置如下：
我国教学竞争力非常强的省份仅有北京市，其

ＡＣＩＴ值为６．６５７６，远 超 第 二 名 的 上 海 市 一 倍 以

上。根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实际获奖情况来看，除

管理学与哲学两个学科门类外，北京市大部分学科

门类在全国都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甚至可以说，其

许多学科门类一直占据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

的龙头位置。这与北京高校数量众多、办学质量优

异有密切关系。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北京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的指标值较为稳定，但在２０１４年出

现了一次急剧下滑。
我 国 教 学 竞 争 力 很 强 的 省 份 有 上 海 市 和 江 苏

省。上海市近年 来 的ＴＡＣＣＩ指 标 值 一 直 稳 定 在３
以上，其大部分学科门类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仅

农学、经济学两个学科门类教学竞争力相对薄弱。
而江苏省一直稳定在２左右，其在理学、工学、文

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门类一直保持全国前三的位置。
就目前各省份的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指数来看，相

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竞争

力仍然会 保 持 “一 超 两 强”的 局 面，即 北 京 市 为

“一超”，上海市、江苏 省 为 “两 强”，且 江 苏 省 想

要赶超上海市仍存在着很大难度。

　　全国高 等 教 育 教 学 竞 争 力 较 强 的 省 份 有 湖 北

省、吉林省、陕西 省、浙 江 省、辽 宁 省、四 川 省、
湖南省、天津市。这些省份在全国的排名为第四名

至第十一名，其ＡＣＩＴ值介于１－２之间。其中湖

北省（１．７８７２）与吉林省（１．７１７３）的分值较为接近，
湖北省凭借其在历史学、法学、农学及理学等学科

门类的优势，一直处于这一梯队的领先地位，且近

年来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吉林省则凭借其自身在哲

学门类的巨大优势，辅之以历史学、教育学和理学

等学科门类的优势位列全国第五。但其哲学门类的

优势地位近年来受到北京、湖南等省份的威胁，所

以其综合教学竞争力可能在未来几年出现下滑。陕

西省 （１．５８４５）凭借历史学、理学和工学门类的教

学优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浙江省 （１．４０６５）以艺

术 学、农 学 与 教 育 学 门 类 为 特 色，辽 宁 省

（１．３０３２）则以经济学与医学教学见长。陕西省近

年来的教学竞争力波动较大，而浙江省的教学竞争

力则一直保持上升态势，大有赶超陕西省的趋势。
在处于这一层次末班车的三个省中，除四川省凭借

其在经济学、法学、医学和工学门类的优势，教学

竞争力有所提升外，湖南省与天津市均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教学竞争力下滑。湖南省的教育学门类不断

下滑，加之农学门类上的薄弱，其近几年的ＡＣＩＴ
指标值下滑较快。而天津市则是由于其理学门类与

管理学门类教学竞争力的下降导致了下滑。
全 国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竞 争 力 一 般 的 省 份 有 广 东

省、山东省和福建省。三个省份的量化教学竞争力

分值较为 接 近，且 近 年 来 均 出 现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下

滑。其中，广 东 省 （０．９９４２）的 下 滑 趋 势 最 为 明

显。就具体学科门类而言，其在医学、教育学和文

学 三 个 学 科 门 类 具 有 一 定 优 势。而 山 东 省

（０．９４１９）则在其文学学 科 门 类 优 势 的 基 础 上 辅 之

以管理学、农学等门类，其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一

般。福建省 （０．８９５５）则凭借其经济学学科门类的

优势，加以理学、艺术学与历史学等学科门类的优

势取得了全国第十四名。
全 国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竞 争 力 较 弱 的 省 份 有 重 庆

市、黑龙江省、安徽省、河南省 和 云 南 省。其 中，
重庆市、黑龙江省和安徽省的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

较为接近，除安徽省在近年来有所增长外，重庆市

和黑龙江省的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均呈现出较大起

伏。其中，重庆市在法学门类中具有一定优势但其

在历史学门类毫无斩获；黑龙江省则在医学与文学

门类表现不错，但在管理学和法学门类暂未获得教

学成果奖。安徽省虽然近几年在管理学门类有所摘

取，但其在经济学与历史学等学科门类的不佳战绩

成为影响其排名的主要原因。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

较弱的省份还有河南省和云南省，其整体ＡＣＩＴ指

标值分别为０．４８０９和０．４０３８。其中河南省仅在农

学门类具有一定教学竞争力，而云南省虽然在每个

学科门类 中 均 取 得 了 一 些 教 学 成 果 奖，但 数 量 不

够、级别较低，因而竞争力仍旧较弱。
全 国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竞 争 力 很 弱 的 省 份 有 河 北

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

自治区、江西省、甘肃省和山西省。其排名位于我

国第二十名至第二十六名。七个省份除甘肃省下滑

趋势十分明显外，其余六个省份均呈现波动态势。
其中，河北省仅有工学、农学和教育学三个学科门

类在四次评选中均有斩获；内蒙古自治区的法学、
医学、历史 学 三 个 学 科 门 类 从 未 获 得 过 教 学 成 果

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农学门类具备一定优势，
在艺术学、教育学、理学和工学等门类有过获奖记

录；广西壮族自治区仅教育学门类在四次评选中均

有斩获，而 其 他 学 科 门 类 的 表 现 却 都 不 能 尽 如 人

意；江西省在医学、经济学与法学门类相较于自身

其他学科门类具有一定优势；甘肃省仅在农学门类

具备一定的教学竞争力；山西省在管理学门类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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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定优势，但其他学科门类都并不具备教学竞争

力。
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非常弱的省份有宁夏

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贵州省、青海省和海南

省。其ＡＣＩＴ值均低于０．１。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和

贵州省外，其他三个省份均出现了特定年份未获得

任何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情况。宁夏回族自治

区仅在教育学、理学、工学和医学门类有所斩获；
西藏自治区仅在医学与法学门类取得过奖项；贵州

省在教育学、理学、农学、医学门类具备教学竞争

力；青海省则在文学、教育学、医学门类有教学竞

争力；最后，海南省仅在教育学、工学门类有过获

奖记录。

四、讨论与建议

从各省市 （自治区）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的学

科与综合分析中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已经

形成了多层级、优势学科门类跨区域的特点。许多

省市 （自治区）都拥有特色学科，但很少有省份所

有学科都十分优秀。基本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由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界定出的教学竞争力梯

队并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且梯队之间的层级性会

不断增强。此外，此次教育部公布的 “双一流”建

设高校仅有新疆大学一所分布在教学竞争力很弱的

梯队中。而在教学研究竞争力较弱的梯队中，也仅

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重庆大学、郑

州大学、云南大学五所高校［１１］。大部分 “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教学竞争力在一般及以上梯队。从某种

角度而言，“双一流”建设与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研

究竞争力紧密相关。综合各省份高等教育教学竞争

力指数及以上论述，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在接下来的

发展与革新中也许可以更加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应当更加注重教学成果的升华 与 推 广。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目前我国教学成果奖

评选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奖项，其为我国高等教育的

教学发展明晰了方向。推广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的教学 成 果 已 经 出 现 在 我 国 许 多 政 策 性 文 本

中，但就目前来看，实际推广与宣传效果却没有仅

评选了一年 的 基 础 教 育 教 学 成 果 奖 好［１２］。就 本 研

究的研究结果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地

域间、学科间不均衡现象。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在

评选时，最好能够在关注单一学科当前育人样态的

同时也关注那些解决高等教育未来可能出现的跨地

域、跨学科问题的选题。此外，应当鼓励获得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奖的各项目在科研过程中更加关注实

证调查、更加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最好可以用

科学的方法进行检验和审视，进而推广利用。也就

是说，如何将教学成果有效升华、不断宣传推广从

而实现教育公平可能是接下来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二，各省份应继续积极培育自身特 色 学 科。

目前我国各省份特色学科门类各不相同，以吉林省

为例，其获教学成果奖的数量并不多，但凭借其在

哲学学科的独特优势，其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位列

全国第五名。从中不难发现，能够准确定位特色学

科对各省份提升其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一项教学改革要想形成流派并在全国具

备一定的影响力，至少要在教学实践与理论中不断

互证与打磨 二 十 多 年［１３］。能 获 评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的项目一般都是该学校甚至该地域有充分积淀与

传承的学科门类中的教学改革项目。因而，已有教

学改革经验及成果的高校或省份，可以将已取得的

教学改革 嫁 接 到 相 近 的 学 科 门 类 中，从 而 再 创 佳

绩。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量化分析显示，
我国部分省份已经探寻到了自身的特色学科门类。
实际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
各高校关注的学科门类及其研究领域将不断细化。
很难再出现某个省份在所有学科门类的教学活动中

均取得优异成果的现象。因此，各地区孕育自身特

色学科是 大 势 所 趋，也 是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
第三，政策制定应适度倾斜西部。高等教育的

教学竞争力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学竞争力的不

均衡分布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出的人才客观上都

聚集在我国教学竞争力较强的地区。而我国高等教

育教学 竞 争 力 的 空 间 分 布 呈 现 “东 强 西 弱”的 特

点，这与我国经济能力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换句

话说，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出的人才都集中在了经济

能力较强的地区。而人才对教学竞争力较强地区文

化、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又更加激化 “东强西弱”的

现象。长此以往，必然更加不利于东西部的均衡发

展，教育公平的实现将难上加难。所以国家在评选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广教学成果奖经验

时应当适度向西部倾斜。这看似对教学成果奖评选

的公平 性、公 正 性 产 生 了 冲 击，但 其 实 不 然。首

先，不得不承认，我国东部地区在教学资源上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西部教育资源本就贫乏的背景

下，能够产生一定的教学成果实属不易。其教学成

果在论文发表数量上也许无法直接与东部沿海地区

相媲美，但研究团队做出的努力及其在教学竞争力

不足地 区 的 可 复 制 性、可 推 广 性 却 毫 不 逊 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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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这能够极大地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从而

能动地推进地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而这次新疆大

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入选 “双一流”建设高校正是

国家想要 提 升 西 部 地 区 教 学 竞 争 力、促 进 教 育 公

平、实现 “一带一路”目标的最好体现。更重要的

是，教学竞争力相对薄弱地区不能纯粹依赖政策的

倾斜，还应当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

特色学科，从而缩小与教学竞争力强地区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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