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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教育教职工队伍区域差异统计分析
——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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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资队伍建设一直是影响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本文聚焦于开放教育背景下的教职工，以2015 年

国家开放大学教职工现状为示例，通过整体数量对比、职称结构对比、学历结构对比、年龄结构对比、学科结构对比

等五方面的比较统计，来展现不同区域间师资差异，为未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有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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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s' tea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case of

the teachers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15, this paper is mainly about the teachers of Open Education by quantitative corre-

lation, the structure comparison of title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ges, subjects, in order to show the teacher differences between dif-

ferent regions. Thi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s' team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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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师队伍建设是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之一，近年来随着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各类学校

对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发展非常重视，相应研究、投

入力度也与日俱增。因此，近几年，关于师资队伍

的研究成为了学者及研究人员的热点，但纵观相关

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关于开放教育领域的教职工队

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能反映全国范围内区域间师

资队伍现状差异情况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因此，

本文聚焦国内开放教育领域教职工队伍，运用描述

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应分析方法等统计方法，来探

索不同区域间队伍现状差异，为未来师资建设及开

放教育发展提供有关参考。

二、研究对象

国家开放大学是一所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

学校，其办学网络立体覆盖全国城乡，涵盖面广，

又是国内开放教育发展的领头羊，适合对开放教育

教职工情况进行区域间比较分析。因此，本文研究

对象选取的是 2015 年国家开放大学全国办学系统

的所有教职工，其中教职工界定为在国家开放大学

办学系统内各级各类学校（机构）全职工作，并由

各级各类学校（机构）支付工资的编制或聘任制人

员；专任教师界定为具有教师资格，专职从事教学

工作的人员；聘请的校外教师界定为学校聘请的国

内外其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教师和退休教师（含校

内退休教师），聘期为一学期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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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不同区域间的比较，本文将国开办学

系统内教职工按所属地区划分为六大区域，分别为

华北地区（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东北地区（含辽宁、沈阳、大连、吉林、长春、黑

龙江、哈尔滨）、华东地区（含上海、江苏、南京、

浙江、宁波、安徽、福建、厦门、江西、山东、青

岛）、中南地区（含河南、湖北、武汉、湖南、广

东、广州、深圳、广西、海南）、西南地区（含四

川、成都、重庆、贵州、云南）、西北地区（含陕

西、西安、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由于国开总部教职工以及八一学院、北京

实验学院、总参学院、西藏学院、残疾人教育学

院、空军学院等教职工数量较少，占比不足1%，因

此在区域间比较时不含相关数据。研究数据来源于

《国家开放大学教育统计年鉴（2015）》 [1]。

三、研究内容
本研究着眼于能反映教职工队伍现状差异的总

体数量、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科结

构等五个方面，通过区域间相关数据的统计比较，

全面展现不同区域间教职工队伍发展差异。

（一）教职工总体数量区域差异

2015 年，国家开放大学全国办学系统校内教职

工共计 100 874 人，其中女性教职工 46 403 人，约

占 46.0%。分区域来看，华东地区教职工总量较

大，共计 28 387 人，约占 28.1%；东北地区教职工

总量相对较少，共计 11 315 人，约占 11.2%，详见

图 1所示。专任教师方面，全国校本部专任教师共

计 67 131 人，约占教职工总量的 66.5%，分区域来

看，华东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专任教师在校

内教职工中占比较高，分别为 71.5%、 70.0%、

6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华北地区、中南地区

占比较低，详见图2所示。

从国开聘请的校外教师共计35 818 人，校内教

职工与聘请校外教师占比约为 2.8:1。分区域来看，

东北地区校内外教师之比最高，约为4.9:1，其次为

华东地区，比例为4.1:1，西南地区、中南地区这一

比例最低，分别为2.3:1、2.6:1。由此可见，华东地

区整体师资水平较为丰富，且内部教师资源也相对

充足；东北地区整体师资体量相对较小，且利用校

外师资的力度相对较小。

（二）教职工职称结构区域差异

职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业务水

平，职称结构的搭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队伍的

发展潜力与方向[2]。对国开系统内外教职工职称水

平进行盘点，体系内部教职工中具有正高级、副高

级等高级职称的教职工约占 28.3%，中级及以上职

称约占 68.9%。分区域看，东北地区具有高级职称

的教职工占比较高，约占 33.5%，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5个百分点，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具有高级职称

的校内教职工占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这

两个区域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校内教职工占比也

较高，职称结构相对较为合理。西南地区、西北地

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校内教职工占比较低，要注

意职称结构的变化。

通过校内专任教师以及聘请的校外教师职称对

比来看，校内专任教师具有正高级、副高级等高级

职称占比约为 32.8%，聘请校外教师具有高级职称

占比为 33.9%，校内外教师的职称水平大体相当。

分区域间对比来看，东北地区校内专任教师及聘请

的校外教师整体职称水平较高，其具有高级职称的

教师占比均位于六大区域首位；西北地区校内专任

教师具有高级职称的占比最低，约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5.4个百分点，但其所聘请的校外教师职称水平

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3个百分点，由此可

图1 不同区域校本部教职工总体数量情况
图2 不同区域校本部专任教师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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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东北地区专任教师及校外教师整体职称水平位

于全国前列，而西北地区较为注重业务水平较高的

外援师资的引进。

（三）教职工学历结构区域差异

国开体系专任教师中硕士及以上高学历人员约

占 14.1%，高级职称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约占

13.6%。分区域对比来看，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专

任教师高学历占比处于前两位，但只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 1～2 个百分点，中南地区高级职称中的高学

历教师占比位居全国之首；西北地区专任教师以及

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其高学历占比均处于全国末

位，具体详见表 1。由此可见，西北地区需加大对

高学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尽快提升教师素

质，不断扩大高水平、高素质教师群体规模。

从校外教师的学历与职称来看，华东地区校外

教师高学历占比最高，高级职称中高学历占比也位

于前列，说明其引进的校外教师资源相对有优势。

相反，中南地区校外教师高学历水平相对较低，在

校外师资的引进上还需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多加研

究、考虑。

（四）教职工年龄结构区域差异

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资队伍的稳定

性及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分析师资年龄结构有助

于队伍梯队搭建及优化[3]。整体来看，国开办学体

系教职工 35 岁以下占比约 29.7%，35～ 45岁占比

约36.9%，45～55 岁占比约29.2%，55 岁以上占比

约4.2%，呈现“菱形”结构，整体梯队搭配较为合

理。分区域来看，华北地区 45 岁及以下中青年教

师占比相对其他五个地区来说较低，约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7 个百分点，人才梯队有老龄化苗头与趋

势，需适时适量地引进中青年教师，尤其是年轻教

师，注重教职工老中青搭配，做好人才年龄梯队建

设，以保证队伍的稳定和成长。

（五）教职工学科结构区域差异

为了展现不同区域间师资学科的差异性，我们

运用统计分析中的对应分析方法，探索区域与学科

间的关系。对应分析方法也称为关联分析，是多元

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一种，其将列联表中的行列各元

素的比例结构以点的形式在二级空间中表示，揭示

不同变量各个类别之间的内部对应结构关系。本文

将地区与教师学科进行对应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

根据亲疏距离，可将地区与专任教师所属学科

大致划分为四类，一类是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其

相对在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上师

资较为丰富；一类是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其相对

表1 校内专任教师、校外教师硕士

及以上高学历情况 单位：%

区域

总体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西南地区

中南地区

华北地区

西北地区

专任教师

高学历
占比

14.1
16.1
15.7
15.0
13.9
11.9
8.3

高级职称中
高学历占比

13.6
12.9
12.6
14.3
16.4
11.6
11.0

校外教师

高学历
占比

24.1
27.3
32.4
28.8
16.9
29.3
23.4

高级职称中
高学历占比

30.4
34.8
34.2
31.0
25.3
26.7
27.9

图5 不同区域教职工年龄结构情况

图3 不同区域校本部教职工职称结构情况 图4 不同区域专任教师及校外教师高级职称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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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学、医学等学科上师资比较充裕；一类是华北

地区，其相对在哲学、法学上专任教师较丰富；另

一类是华东地区，其专任教师在工学、理学、艺术

学等方面较充沛。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国开办学体系内不同区域教职工队伍现状

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一是从师资体量来说，各大区域校内教职工数

量均在万数级以上，体量均较大，其中华东地区整

体师资相对较为丰富，其内部专任教师数量也较

多。这一大体量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影响开放大学建

设与发展的重要一环，值得多方面探讨与研究。

二是从师资素质及业务水平来说，西北地区可

能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其对教师的吸引及保留力

度相对较弱，校内教职工包括专任教师的职称及学

历水平相对较低，中南地区对于校外高学历水平的

教师引进力度不足。未来各地区要加强校内外师资

“选用育留”的协调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师资准入

制度，结合自身师资的特色、薄弱点，结合地方特

色，尤其是西北部地区，精选师资，做好合适人才

的储备工作；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灵活配制师资，

不拘泥于所处岗位，建立更加柔性的工作组，适时

适量引入校外优质资源，与校内教师有机结合，填

补工作短板，确保校内外师资实现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加强常态培训与交流机制建设，建立教职工

个人终生培训档案，拒绝“大锅

饭”式的培训，结合自身特点与发

展需要开展培训与交流，有的放

矢，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强物质留人与精神留人相结合的

人才保留机制建设，在薪酬激励更

加公平化、更具吸引力的基础上，

要注重教职工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建

立与培养，解放思想，积极借鉴其

他学校、社会机构等合理的方式，

实现精神留人[4-5]。

三是从年龄结构的搭配来说，

华北地区青年教职工比例相对较

低，需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及引进

工作，以优化队伍结构。一是做好

学校及岗位的常态宣传工作，拓展

宣传渠道，做好中青年教师的引进

工作；二是注重青年教师的素质培养及职业发展规

划，通过业务培训、技能练兵、吸收参与科学研究

等手段提升素质，并注重师德等软性素养的提升。

另外，对于青年人才来说，要尤其注重职业发展的

规划，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对于青年教职工群体更

具吸引力。因此，华北地区学校可以多调研、多学

习，丰富和拓宽职业发展途径和方法，发掘青年教

师潜质，有效发挥其能动性。

四是从师资学科储备来看，各地区要结合师资

储备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如在学科师资储

备相对充沛的地区，一是可以结合专业情况，适当

加大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充分利用师资资源；二

是培养相关学科的带头人，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上，起到典范作用，并实现进一步突破[6]。而对于

学科师资相对薄弱的地区，一是积极与师资资源丰

富的地区进行交流、学习，不断丰富和发展较薄弱

学科的师资队伍，二是结合学生需求情况、社会发

展情况适时地进行相关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的调

整，使师资与实际需求更加匹配。

除此以外，开放大学在教职工队伍发展的顶层

规划和设计上，如相关政策制定、经费管理、支持

服务等管理方面，要关注区域间差异化情况，在业

务发展、资源建设、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方面，

也要结合教职工区域差异开展，全面提升开放大学

办学质量和水平。

�

�
�

�

�

图6 教职工区域与学科对应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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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不足

本研究是基于 2015 年国家开放大学教职工队

伍现状展开盘点分析，能基本反映出区域间的差异

情况，但毕竟所用数据是截面的静态数据，不支持

观察区域间发展走势情况，有些现状和问题未能在

本研究中反映得出，今后可进一步引入多年份的动

态数据，以更加全面的反映开放教育教职工队伍区

域差异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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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限和净残值率等数据在计提折旧后是无法修改

的，不适合设错教学，应注意规避。

五、结论

《会计电算化》注重操作，教学上不但要教会

学生操作，更要教会学生解决问题。老师既需要采

取无错化的教学指导学生操作，又需要设错教学让

学生发现操作中的问题，并通过自身的分析找到原

因并解决问题。设错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会计信息化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会

计电算化》教学必然要解决这一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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