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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教师的权威在法定权威、传统权威、知识权威、感召权威等四个层面均存在因强化或弱化而导致的异化问题，

进而影响了教育的效果及高质量教育目标的达成。高校教师权威的异化既与时代变迁及教师自身困厄有关，又与大学生群

体的时代嬗变有联系。高校教师权威要走出异化的困境，需要“强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夯实权威的制度基础”“提升高校教

师自身素养，筑牢权威的职业基石”“优化师生双边关系，营造权威的和谐基调”，从而实现教师权威回归本真的目的，推动高

校教育活动协调、有序、高效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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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

教师权威是高校教师教学活动开展的前提和保障，影响

着教书育人的实效和高质量教育目标的达成。近年来，随着

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深入，久居象牙塔的高校场域一改平静，

师生矛盾冲突频发: 一方面，部分高校教师将对学生学业与

科研的指导蔓延至生活领域，发展成对学生的控制与支配，

凸显“威权”特征; 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教师迷失了在教育实

践中应有的角色及功能，一味地迎合学生，选择“佛系”姿态。
高校教师权威出现这种强化和弱化的表征，是典型的异化问

题，必然会给高校人才培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教师权威异化并不是教育领域的新问题，但是现有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育领域。在高校教师权威的研究方

面，邹小婷［1］认为，合理适度的教师权威存在是实现教育目

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学教师权威内涵只有进行相应的转

换，才能有效应对新时期的挑战; 孙杰［2］指出，大学教师权威

消解是当代学校教育过程中的不得不面对的教育事实; 李春

和金毅［3］、皮武［4］、卢盈［5］分别从网络时代的到来、学生评

教制度的实施、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等方面探析了大学教师

权威弱化的原因; 孙彩霞［6］指出，教师权威面临合法性不断

跌落的现实困境，通过建构师生互信机制可以实现现代大学

教师权威的实践塑造; 李娜［7］通过学生的视角审视了大学教

师权威遭遇的现实危机，提出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重建大学

教师权威的策略。这些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参

考。本文基于美国学者克利夫顿和罗伯特的教师权威“四类

型说”［8］，力求全方位扫描高校教师权威异化的症候，试图

深度探究高校教师权威异化之因，进而尝试提出高校教师权

威归正之路径。

二、高校教师权威异化的主要症候

所谓异化，即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违背其自身本

真意义的“某种不满或是某种无意义状态”［9］。教师权威的

异化是指教师权威的运用、表现及效果，与理想目标、设计初

衷、应然状况出现了偏差甚至背离，导致教育的结果不尽如

人意或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样的异化消解了学生对教师的

认同与信任，将进一步削弱教师的权威，进而影响教育的实

效。由此，以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教学系统就可能进入一种

恶性循环。可见，教师权威的异化会对教学活动产生很大的

影响和危害。
教师权威“四类型说”将教师权威分为法定权威、传统权

威、知识权威和感召权威等四个层面，教师权威本质上是这

四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教师权威的强弱因这四个层面的

具体程度而异［10］。因此，高校教师权威的异化也是上述四

种权威形态发生异化的合力所致( 见图 1) 。
( 一) 法定权威的异化: 高校教师管教权的越界与缺位

法定权威是制度和法律赋予教师教育教学权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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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教师权威来源与异化表征

形式，在教育实践中集中体现为对学生的管教权。高校教师

法定权威的异化突出表现为教师管教权的边界模糊，对权力

使用的尺度拿捏出现偏差，导致权威的滥用或真空。
管教权即教师拥有法定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权力，是高校

教师行使教育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高校教师对大学生进行

引导、管教的同时，也存在控制学生、滥施权威或发生教育暴

力的现象。譬如当大学生出现僭越规则或秩序失范行为时，

部分教师首先选择或者过多运用批评、惩戒甚至恫吓、威胁

等手段教育学生，凸显“威权主义”。部分高校管理者迷信

“制度”的绝对权力，以学校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自居，使

用命令、指示和强迫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管理，表现出“对在下

者践踏”的 特 征，学 生 只 有 服 从 义 务，完 全 沦 为 被 支 配 的

地位。
后现代主义提出理解教育的全新范式，将教师的管教权

与学生的自由权完全对立，认为任何形式的管理都不利于学

生权利的维护，导致教师的正面管教无法得到有效实施，教

师的法定权威面临深刻的挑战与解构。互联网时代的大学

生的维权意识普遍高涨，动辄与教师对簿公堂或诉诸网络，

使得高校教师唯唯诺诺，不敢合理要求学生、批评学生，教师

的法定权威明显弱化。个别教师甚至直接放弃教育本该有

的引导和规约，对学生放任自流，漠不关心教育效果，教育的

本真含义被放逐，教师的权威付之阙如。
( 二) 传统权威的异化: 高校教师主体性的滥用与抑制

传统权威是指由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赋予教师的权威，

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传统权威异化表现为高校教师对自

身主体性的把握失衡，出现权威强化或弱化的问题。
“师道尊严”的文化传统主张教师的绝对中心与学生对

教师的绝对服从，这种惯习至今在一定程度上遗存高校场

域。高校教师在教学中以长者的身份要求大学生遵行，以此

决定着大学生学习的方向、内容、过程、结果和质量等方面。
部分导师固执“师徒如父子”的传统观念，除了对研究生的学

术研究进行严格管理以外，还要求研究生为导师提供超越教

学边界的服务。近年来，“导”“学”关系失和、矛盾冲突的极

端案例不时见诸报端，知乎、微博超话等社交媒体也不乏学

生对导师的“吐槽”与不满，究其原因，与部分导师泛化主体

性不无关系。他们放大了师者的主体性存在，滥用自身的权

威，从而呈现教师权威的强化态势。
随着高校各种模式教学改革的广泛开展，“以师为中心”

的理念朝着“以生为中心”“以学为中心”转变，期望培养大

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及自主学习、探究创新的能力。虽

然在高等教育实践场域中需要释放学生的自主性，激发能动

性，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过度的“翻转课堂”却出现了“教学

方法形式化”“教学内容肤浅化”现象，在无形中抑制和阻碍

了高校教师主体性的发挥，教师的传统权威也相应弱化。同

时，国家切实打造和谐的高校育人环境，出台文件加强研究

生导师的行为规范，导师对于“导学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敬

畏，传统权威有所弱化。
( 三) 知识权威的异化: 教师话语权的膨胀与萎缩

知识权威是基于教师自身的知识、技能和专长所产生的

权威。知识权威的异化在一定层面上表现为教师话语权的

膨胀与萎缩。
教师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教师的知识话语权上，这也是

标示教师知识权威最核心的指征［11］。高校教师普遍具备某

一专业领域的丰富知识或精深技能，这是其经过长时间的勤

学苦练而取得的，于学生而言表现出很高的专业门槛。为

此，初入专业领域的大学生必须依赖教师的传授方能在专业

方面得到成长与成熟，而且学生基本无力评判教师的专业水

平。换而言之，高校教师在知识的解读与传递中表现出“前

喻文化”的特征，对其作出的任何论断，学生都几乎不可质

疑，于是就逐渐形成了相对于学生的话语霸权，形成了学生

对教师的强“依附性”，这也成为教师知识权威异化的主要表

现之一。
随着海量的专业学习资源在电脑、平板、智能手机等互

联网终端的方便获取，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及移动学习等各

种学习方式已渐风行于大学生之间，高校教师不再是大学生

获取专业知识的唯一渠道，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垄断已然被突

破。各种线上远程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得大学生对教师

专业素养的判别正在变得容易并且快捷。在知识话语权方

面，大学生越来越有底气，敢于“质疑”教学内容、“顶撞”教

师话语，教师的“师者”光环有所褪色，其知识权威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
( 四) 感召权威的异化: 高校教师道德力的固化与消解

感召权威主要是基于学生对教师高尚人格、良好品德等

的感动与钦佩，而形成的教师之于学生一定感召力的权威。
它强调通过教师的人格感化和示范作用对学生产生积极的

教育功能，因而“教师的德行直接影响个人权威的塑造”［12］。
感召权威的异化表现为过度强化教师德行教化的工具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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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原有的道德辐射力度。
长期以来，教师被形塑为“道德完人”，社会对教师存在

一种理想化、定式化的角色期待。这种固化的期待要求教师

的言行与他者的需要相符合，强调教师的社会角色，即其道

德示范与教化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个体

的一般性与本体需求。就高校教师而言，因学历层次高、社
会地位较高、入职门槛高等因素，承载了公众更高的道德期

待，这种情况也显得更加明显。在高校场域，教师在德行教

化功能的重负下，高高在上地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标准的说教

与训诫，强化了原有的感召力。
同时，高校教师为此也受到了更多、更严苛的道德审视，

他们的言行容易被标签化认知和放大化解读。高校教师合

理的、用于保障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的要求，有时也会被认

为与“无私奉献、甘于清贫”的公众期待相悖，从而减弱对高

校教师的敬重感，进而消解其道德教化的功能。加之，个别

高校教师追名逐利、科研造假、言行失当、贪污腐化等不良甚

至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致使高校教师从“道德圣坛”跌至

“舆论泥淖”，其感召权威也被很大程度地消解。

三、高校教师权威异化的逻辑溯源

根据教师权威“四类型说”，教师权威的生成主要源于社

会决定的制度性因素和个人决定的教师自身因素。同时，教

师的权威存在于师生之间，权威的强弱不仅取决于教师，同

样也取决于学生。因而，应该从影响制度供给的社会转型、
影响高校教师言行的角色冲突、影响学生群体特征变化的时

代变迁等方面，来对高校教师权威的异化问题进行溯源。
( 一) 高校教师权威的时代境遇———社会转型

我国正处于社会急速转型期，表现为“传统、现代、后现

代三重维度压缩、交错共存的新格局”［13］，出现了制度建构

缺失、多元文化交织、智慧教育崛起等新的社会图景。这些

变化解构、颠覆着以往的高等教育生态，使得传统的高校教

师权威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1． 制度建构的缺失客观上制造了高校教师权威异化的

生成空间

“制度建构是国家治理中的基本工具”［14］，然而，社会转

型期存在“制度变迁频率的差异乃至旧制度的惰性和新制度

供给的滞后和缺失等复杂情况”［15］。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

社会转型期制度建构缺失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教育、行政、立
法等方面，关于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滞后、不健全，

造成高校教师权威生成、使用、维护的法理依据不充分。比

如，在“辱师”“弑师”恶性事件发生时，教师维权不能、程序

烦琐; 高校教师荣誉表彰、奖惩激励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制

度不完善，致使其政治地位、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无法得到

有力保障和彰显，教师权威也就缺乏了生成的力量。
2． 现代法制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客观上提供了高校教

师权威异化的思想土壤

众所周知，凡是教育、规训之事定有其计划、规则与目

标，对于不按计划、不守规则、目标不达等情形，教育机构或

教育者大多自行制定有相应的针对学生的惩戒制度，以保证

教育的效果和目标的达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家长训斥小

孩、教师教训学生，是最为正常的事情，因此有“一日为师，终

身为父”的说法。现今，我国正致力于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其中尤为重视社会个体的权利。这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是

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而且由于是国

家层面法律所规定的，因此要求所有人在社会生活的正常场

域都要遵守。国家法律强调的个体权利，尤其是其被放大

后，往往会与大学等教育机构自行制定的各种学生管理办

法，特别是其中涉及学生惩处的规定相抵牾，这就使得大学

教师的传统权威、制度权威，在国家强调个体权利法律的影

响下被明显地削弱了。在现实中，教师为了不引起麻烦，在

对学生的教学及管理中，就自然会降低要求、放松管教，为此

教育的质量也就会受到影响。
( 二) 高校教师权威主体的自身困厄———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通常来说来有两种形式，即角色间冲突与角色

内冲突。角色间冲突表现为个体承担的多个角色同时对个

体提出履行角色行为的要求，使他难以胜任并在时间与精力

上出现紧张感，也称角色紧张; 角色内冲突表现为个体对规

定的角色行为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16］。当前，高校教师

自身存在的角色冲突问题加剧了教师权威的异化。
1． 高校教师所承载的多元角色冲突影响了合理权威的

构建

吴康宁认为，应从“作为社会成员的教师”“作为学校成

员的教师”“作为学生社会化承担者的教师”“作为自身社会

化承受的教师”等四个层面对教师的角色展开分析［17］。这

说明高校教师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作为知识、德
行权威的教师，只是其生活中的一个角色。人们尊重某一职

业的权威，自然也会对其设定某种期许，这种期许是权威者

获得认可的现实依据。教师历来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高

校教师更是如此。作为职业的教师，其角色功能的发挥主要

体现在学校教育的场域中，在学校之外的其他场所以及活动

中，他们理所当然是其他的角色，但是人们总习惯以高校教

师的角色期待来要求、审视脱离教育场域的教师，这种期许

的无限延伸是高校教师权威异化的重要诱因。在这种超越

合理场域权威的期许下，高校教师社会角色的转换出现了阻

力，教师的角色出现泛化，高校教师经常会在教师角色与其

他角色的切换中处于两难之境，影响到其在教育场域的合理

权威，教师权威的异化也就难以避免。
2． 高校教师对教师权威的理解偏差引发教师权威异化

教师权威既有源自制度授权和传统文化延续的权威，又

有源自教师个人专业优势和道德感召的权威，使得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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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不同维度划分的教师权威行为间的冲突，这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高校教师的角色内冲突。在现实中，部分高校教

师孤立地看待教师权威，割裂制度性权威和个人性权威之间

的联系，深陷二者之间的反复博弈中。片面强调前者，使得

教师影响力不能得到充分彰显; 片面强调后者，使得对教师

的要求被无限拔高。
( 三) 高校教师权威对象的时代转向———大学生群体的

嬗变

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时代性，即教育的主体———师

生都是某个时代的特定群体，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为了适

应和满足其所处时代发展的需要。相较中小学教育，由于高

校教育的师生都是所在群体的佼佼者，是时代的弄潮儿，高

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关系更加紧密，因而高校的时代性尤为突

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是一个崇尚

个性、追求自我的时代。大学生群体是“网络原住民”，善于

利用网络; 他们具有更加独立的个性，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
作为教师权威生成和维持的重要一方，大学生群体的这种时

代特征直接且剧烈地影响了高校教师权威的嬗变及其异化。
1． 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独立性显著激发，削弱了高校教师

的知识权威

尽管高校教师权威的生成及体现大致可以分为制度、传
统、知识、感召等四个方面，但其实知识权威才是最核心和基

础的因素。之所以可以为师，则必是学有所长。在互联网高

度发达的今天，一方面，大学生获取知识渠道的多元化，减少

了传统高校教育中学生对教师知识获取路径的依赖; 另一方

面，网络随时随地使用的便捷性、各类网站及 APP 知识提供

的丰富性，使得大学生通过网络基本上可以找到所需的大部

分拓展性、前沿性的专业知识，从而弱化了传统教师对高深

专业知识的垄断性，教师的知识权威也就相应地被削弱了。
近年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线下教学改为居家线上

教学，网络在高校教学中的作用更加凸显。这更进一步加速

了高校教师知识权威的消解。
2． 大学生群体主体性的充分释放，削弱了高校教师的制

度权威与传统权威

当教育民主化成为共识与潮流时，高校师生关系趋向

“民主平等模式”，一个大学生主体精神焕发的时代随之而

来。在高校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判断、反思甚至质疑的行为

越来越普遍，制度和传统文化对教师权威的建构作用变得有

限。受互联网包容、开放特性的影响，现在大学生个体的独

特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发展，他们不再以“标准件”面

貌示人，自我表现欲望得到空前释放; 他们注重自身利益，崇

尚特立独行，也易自行其是［18］。社会和家长常常谅解学生

挑战学校规则的行为，却对教师的管理颇多敏感，因而学生

的开放性、叛逆性增强，难以听取、接纳教师的教诲或负面评

价，时有漠视甚至藐视教师权威的举动，以此彰显独特性。

与此相反，高校教师惧怕因权威实施而带来师生冲突，因而

采取“佛系”姿态，教师权威逐渐变得空有形骸。

四、高校教师权威的归正路径

教师权威的归正，即让权威恢复自身的面貌，既不放弃

权威，也不过于突出权威。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只要权威

还保持 自 身 的 原 貌，那 么 权 威 的 内 涵 总 是 富 有 生 命 力

的。”［19］对高校教师权威异化实施有效治理，促进高校教师

权威回归本真，是保障教育权威的应有之义和促进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 一) 强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夯实权威的制度基础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 诺思认为，“制度是

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20］，强调制度

具有调适和规约人们行为关系的功能。教师权威主要存在

于师生之 间、发 生 在 教 育 场 域，是 一 种 明 显 的“关 系 性 权

威”［21］，因而应根据时代发展和教育的要求，制定及修改相

关的制度，形成有利于教师权威改善的法治环境，从根本上

保障高校教师权威合理、有序地运行。
1． 修订、完善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

充实关于高校教师权利、权威的内容，特别要明确高校

教师权威的权源、权限，规定教师的各种教育行为权利，制定

教师批评、惩罚和处分学生的精准程序，夯实权威的制度基

础; 要完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和学生评教机制，探索发展性

评价机制的建设，切实唤醒高校教师职业神圣感和使命感，

疏通权威异化的外在堵点; 着力构建高校师生、学校—家长、
媒体—社会舆论组成的“三体式”监督机制，防范和纠正教师

权威的异化。
2． 规范、保障教师的职业行为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22］。教师传统权威的孕育和

成长离不开“师道尊严”的沃土。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全社会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使教师成为最受

社会尊重的职业”［23］，“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24］，充

分体现了对教师队伍的重视和对教师职业的尊重。那么，从

形式与精神上促进尊师氛围的社会营造和教师权威的形塑，

既需要我们继承师道文化、传承尊师礼仪，将尊师观念落实

到日常行为中，又需要顺应高等教育的变化和加快推进中国

特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划定高校教师职业

行为的边界，明确、规范教师资格准入条件、聘任考核、培养

培训、待遇保障和奖惩申诉等内容，为教师提供清晰、可预期

的行为要求与职业行为准则。在制度实践中，为教师权威的

归正提供依托与保障。
( 二) 提升高校教师自身素养，筑牢权威的职业基石

高校教师自身素养包括外在素养和内在素养。外在素

养指教师的专业素养，即教师应具备的教育理念、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等; 内在素养主要是教师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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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高校教师自身素养既是其职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教

师权威来源的内在因素。从高校教师职业能力建设入手，着

力提高职业素养，以过硬本领铸就高校教师权威内蕴。
1． 更新教育理念，树立正确的权威认知

高校教师权威的本质是教师对学生产生的某种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建立在教师合理认知制度权力和人格彰显的基

础上，主要依赖教师的主动争取，而非通过带有强烈占有欲

和统治欲的行为来让学生臣服。角色理论认为: “任何人都

承担着 多 种 社 会 角 色，又 总 是 与 更 多 的 社 会 角 色 相 联

系。”［25］教师角色是教师权威得以生成和实现的重要载体。
因此，维护权威需要高校教师明晰多重社会角色与定位，正

视教师角色的作用。
2． 提升专业素养，重构知识权威结构

精良的专业素养是知识权威生成与优化的基石。要成

为大学生心中的“经师”，高校教师需重建“知识上位者”的

形象，除了应更新和拓展本专业的知识谱系以外，还须广泛

涉猎多领域知识，做到与时代同向、与大学生同行。在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高校教师需赋予知识权威新的结构

因子，建构“信息上位者”的形象，提升信息素养和信息化教

学能力，依托大数据技术，打造以学生为本的数字学习新模

式，自动调整教学内容、方式和节奏，提升学科知识的精准推

送能力，传导学生系统化的学科思维，让学生从“学会”到

“会学”和“会创”。
3． 涵养高尚师德，生发感召权威魅力

雅斯贝尔斯指出:“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

一旦这种 内 在 的 精 神 力 量 消 失，外 在 的 权 威 也 会 随 之 逝

去。”［26］对于高校教师权威而言，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即

指教师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唯有“以德服人”，高校教师

方能突破制度层面的威权特征，彰显权威的人格化、人性化，

促进教师权威的内在生发。高校教师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 引 领，自 觉 遵 循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的“四 有 好 教

师”［27］、“四个引路人”［28］、“四个相统一”［29］的教师观、师
德观，带头践行教育群体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从

自律和他律两个维度发力，用美好的内在品质奠定教师道义

力量的基础。道德源自生活，师德涵养还需从高校教师的生

活世界出发，理性看待教师的道德标签，和谐高校教师理想

角色与现实真我的关系，强化人文关怀与价值向度，实现高

校教师职业品质和职业价值的提升和超越，促进教师感召权

威的升华。
( 三) 优化师生双边关系，营造权威的和谐基调

“教师权威不是孤立的自在，它是在师生交往互动、共同

反思的教育实践中得以存在和发展”［30］，表明教师权威是通

过师生交往而形成的一种双边关系，这种交往不仅发生在课

堂教学中，还发生在学生生活的任何环节、任何地点，构成了

一个无形的互动空间［31］，互动空间的形成过程就是教师权

威的建构过程。此空间既是师生实现教育目标的场域空间，

又是师生共同探寻真理的文化空间。因而，高校教师权威异

化的归正必然离不开师生互动空间的优化与重构。
1． 变革师生交往的场域空间

学校是师生交往的重要场域，为保障和维护教学活动有

序、高效地开展，就需要相关的制度以规范和强制的特征，使

得教师言行获得权威加持。正如吴康宁所言: “学生在学校

被制度地规定为教师权威的服从者。”［32］因为“权威的本质

要求权威受体发自内心地自愿服从”［33］，这种矛盾无疑成为

师生交往冲突的重要根源。而只有大学生了解并认可高校

教师的权威后，规定的服从才能转变为自愿的服从。因此，

需要加快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坚持依法

治教、依法治校，积极推进相关主体参与教育的实践与管理，

让大学生及其家长更好地理解教师权威的内涵和功用，从根

本上缓解紧张的师生关系，促成教育场域与教师权威良好的

进化共生。
2． 共建师生交往的文化空间

文化是特定群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对

教师权威的确立和实现有着深刻影响。平等交往的文化有

利于师生充分交流，构建彼此认可的文化空间，实现师生对

教师权威的文化定位更新、文化共识重塑和文化支持再建。
教师要坚定育人信仰，与学生平等对话，以求情感共鸣，既

“燃烧自己”又“点亮学生”，在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同时，实

现自我的智慧成长。在师生自由、平等交往的文化中，教师

将不把权威的享有视为必然，而是经由学生的内在认同而获

得［34］。

五、结语

从本质上说，教育必须是一种权威性活动［35］。高校教

师权威是教育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似彰显着高校教师的

地位和尊严，实则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因此必

须正视和重视。当前，高校教师权威异化是时代变迁、制度

缺失、传统解构、感召不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也需要从这些方面制定对策，促进高校教师权威的归正，让

高校教师切实担负起“灵魂塑造者、成长引路人、文明传承者

和民族筑梦人”［36］的角色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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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mptoms，Ｒetrospection and Correc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Authority

YANG Bing － shuang1，XU Gao － ming2

( 1．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223300，China;

2． 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ity of college teachers has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caused by strengthening or weakening at the four levels of
statutory authority，traditional authority，knowledge authority and inspirational authority，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high － quality education goals． Alien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eacher authorit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time chan-
ges and the teacher’s own hardship，but also related to the transi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o step out of the dilemma of the aliena-
tion，the authorit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safeguard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lated system construction，strength-
en the authority basis and deepen the teachers’professional quality，recasting intrinsic authority． It also needs to optimiz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oost authority value，so as to realize the purpose of the teacher authority to return to na-
ture，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be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fashion．

Key words: college teachers; teacher’s authority; alienation; reasons;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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