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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

困境检视及行动路向
———基于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分析

郑智勇近照

郑智勇1,2,宋乃庆1,2

(1. 西南大学摇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重庆摇 400715;

2.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摇 西南大学分中心, 重庆摇 400715)

摘摇 要: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既代表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也是判

断某一区域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评价指标。 以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为研究对象,分析西部地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现状,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获奖项目数量占比较低,与东中部地区差异明显;获奖项目学科分布不均衡,工
学类占比最多;获奖项目地域分布失衡,主要集中在陕、川、渝三省市;获奖项目主题分布

过于集中,主要聚焦于人才培育模式和课堂教学改革两个方面。 造成西部地区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困境的成因主要表现为:教学竞争力弱,教育观念滞后;高水平领军人才短缺,缺
乏申报教学成果奖的智力支撑;教学资源有限,优质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失衡导致西部高等教育服务能力不足。 为此,提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

行动路向:由确定性思维迈向关系性思维,激发西部高校培育教学成果的内驱力;完善专

业教师激励政策,弥补西部地区高水平人才建设短板;整合西部地区教学资源,完善多方

合作机制;重构价值理性,强化学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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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1988 年,原国家教委颁发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今后每 4 年召

开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奖励大会,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制度自此建立。 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与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成为四大国家级奖励。 高等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既代表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也是判断某一区域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重

要评价指标。 西部绝大部分地区位于“胡焕庸线冶西侧,存在基础弱、底子薄等短板,加之受气候、地
理环境的影响,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1],面临教育经费供给结构失衡、人才引进与流动秩

序失当等多重穿窒碍[2],存在同质化的隐忧[3]。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虽已成功举办多届,但

教学成果奖对西部地区教育教学的示范、引领作用还远远不够[4-6]。 未来西部地区如何以打造、培育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为契机,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特别是为整个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智力和

科技支撑,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耦合发展,对此学界研究尚付阙如。 本文以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为研究对象,分析西部地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现状,提出符合西部地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

行动路向,以助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分析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教育部为了奖励取得教学成果的集体和个人,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教

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而设立的最高级别的奖励。 本文从数量占比、地域分布、学科分布、
主题分布 4 个方面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进行分析。

(一)获奖项目数量占比较低

截至 2022 年 5 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 2 759 所(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校),东、中、西部地区

分别为 1 150 所、869 所、740 所,分别占比 41. 68% 、31. 50% 、26. 82% ;其中普通本科院校 1 236 所,
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 567 所、371 所、298 所,分别占比 45. 87% 、30. 02% 、24. 11% 。 为支持和鼓励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在同等水平情况下,向西

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冶倾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分析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

结果发现,获奖项目数量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

项目数量分别为 82 项和 84 项,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18. 18% 和 18. 71% ,都不足两成(见表 1)。 与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院校占比相比,西部地区高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数量占比低于西部高校数

量在全国高校数量占比。

表 1摇 第七、八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项目数量统计情况

单位:项

类别 区域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合计

第七届

(2014 年)

东部地区 2 37 221 260

中部地区 0 9 100 109

西部地区 0 4 78 82

第八届

(2018 年)

东部地区 0 38 244 282

中部地区 1 4 78 83

西部地区 1 8 75 84

摇 摇 注:文中数据根据教育部官网信息整理而成,获奖军校按所在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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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奖项目地域分布失衡

统计发现,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地域分布失衡,陕、川、渝三

省市获奖项目数量位居前三。 数据显示,陕西省获得的第七、八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在西部

地区获奖总数中占比分别为 37. 8% 和 50. 0% ,获奖数量独占鳌头;四川省紧跟其后,并在 2018 年获

特等奖 1 项;重庆市位居第三(见表 2)。 2014 年,云南、广西、甘肃、青海、西藏等九省份获奖总数仅

为 22 项,占比仅为 26. 8% ;2018 年,除陕、川、渝三省市外,剩余九省份获奖总数仅为 13 项,占比仅为

15. 5% 。 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数量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表 2摇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地域分布情况

单位:项

省份
第七届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合计

第八届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合计

陕西 0 3 28 31 0 7 35 42

四川 0 0 20 20 1 1 16 18

重庆 0 0 9 9 0 0 11 11

云南 0 1 7 8 0 0 3 3

内蒙古 0 0 3 3 0 0 1 1

新疆 0 0 3 3 0 0 1 1

广西 0 0 3 3 0 0 3 3

贵州 0 0 1 1 0 0 1 1

西藏 0 0 1 1 0 0 1 1

甘肃 0 0 1 1 0 0 1 1

宁夏 0 0 1 1 0 0 1 1

青海 0 0 1 1 0 0 1 1

(三)获奖项目学科分布不均衡

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科学研究活动中针对认识对象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

的知识体系。 学科水平决定一所大学的水平[7]。 统计发现,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主要涉及 13

个学科门类(见表 3),但西部地区获奖学科分布不均衡,重理轻文现象较为突出。 以第七届教学成果

奖为例,工学类数量最多,占比高达 37. 80% ;理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次之,分别占比 12. 20% 、

8. 54% 、7. 32% 、4. 89% ;历史学、军事学、哲学学科则寥寥无几,分别占比 1. 22% 、0、0。 理工科类教

学成果对接行业发展和社会服务的功能更强,所以获奖项目数量占比最高。

表 3摇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学科分布情况

单位:项

类别
工
摇
学

理
摇
学

医
摇
学

教
育
学

文
摇
学

艺
术
学

管
理
学

农
摇
学

法
摇
学

经
济
学

军
事
学

历
史
学

哲
摇
学

其
摇
他

第七届 31 10 7 4 1 2 6 4 3 4 0 1 0 9

第八届 32 4 5 11 3 2 6 2 4 1 2 0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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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奖项目主题分布过于集中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66 项获奖项目,按主题可以分为人才培养、课

堂教学改革、专业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平台建设、课程建设、能力培养、教育体系 / 模式等(见表 4)。

主题分布反映了近年来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的热点。 研究发现,西部地区教学成果奖

获奖项目的主题分布过于集中,主要聚焦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改革两个方面,占比分别达 50% 和

22. 2% ,而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仅有 6 项和 3 项,占比分别为 3. 6% 和 1. 8% ,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表 4摇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第七、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主题分布情况

单位:项

主题
人才

培养

课堂教

学改革

专业

建设

教师队

伍建设

平台

建设

课程

建设

能力

培养

教育体

系 / 模式

项目数 83 37 10 6 8 3 12 7

三、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困境的成因透视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不能过分依靠“外因冶,不能单纯依赖国家政策的扶持,需要强

化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困境“内因冶的审视,实现“内外联动冶。 教育观念、教师队伍、教学资

源、服务能力等因素影响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

(一)高校教学竞争力弱,教育观念滞后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体现了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与研究取得的成就,也反映了不同地

区高校发展的水平差异。 从客观条件来看,西部地区高校教学竞争力弱导致获奖数量似乎不可避免

地要低于东中部地区,教学成果的产出具有一定难度。 综合教学竞争力受困于脆弱的“科技冶生态环

境和传统的“劣势冶认知惯习,部分高校教师在“西部落后冶的思维惯性影响下,缺乏对教学质量的应

有追求[8],重视效率而忽视质量,缺乏自我发展的动力。

观念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对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9]。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

展,东西部高等教育中“传统观念冶与“现代观念冶呈现断裂征候。 东部沿海地区高校得益于优势政策

以及开放宽松的管理理念,形成相对良好的教学竞争氛围,而西部囿于机械守旧、维持现状的管理理

念,导致部分师生形成“等、靠、要冶群体性思维定式与行为偏好[10]。 在学校层面,部分西部高校学科

发展缺乏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忽视高校“社会服务冶的功能导向,致使对接社会服务的力度

不强。 这极大地制约了西部高校人力资本价值的发挥,难以孵化出更多创新成果与项目。 在家长层

面,个别偏远地区的家长对学生期望值过高,倘若学生在受了一定教育后对家庭无法提供有效的经济

回报,便轻言学校内所习得的知识对学生未来没有任何帮助,逐渐形成思维怪圈,对教育愈发轻视。

(二)高水平领军人才短缺,缺乏申报教学成果奖的智力支撑

师资队伍是高校教育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重要支撑,也是打造高质量创新教学成果的前提与关

键。 近年来,举办的国培、省培等各级各类培训使西部高校教师整体素养有了明显提升,但与东部地

区相比,西部地区高校教师队伍学历层次整体不高,教师博士学历平均占比为 20% ,其中除陕、川、渝

之外的西部九省份仅为 15% ,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11]。 数据显示,甘肃省 49 所普通高校自 2013 年

以来共引进博士 1 441 人,每单位年均不足 5 人,部分高校每年应聘者寥寥无几,更遑论长江学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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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领军人才等[12]。 以第四、五、六届连续 3 年的高校教学名师奖评选为例,西部高校获奖教师共计 47

名,仅占获奖总数的 15. 7% ,主要聚集在陕、川、渝三省市。 由于互认共享运行机制的阻隔,这三地未

建立起操作性强的、能推进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政策体系。

另外,受自然条件、晋升发展和子女教育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加之东部发达地区的“虹吸效

应冶,“一江春水向东流冶等现象依旧存在,现有人才流失严重。 如兰州大学 1983 年到 1985 年便向东

部流失了 111 名教师[13]。 究其原因,东部地区某些高校为“长江冶“杰青冶开价竟高达 200 万元,偏离

理性的举动“诱使冶关键科研人员(如院士等)离开,让不少高校“伤筋动骨冶,致使西部高校有些学科

专业无法找到学科带头人,大大削减了西部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的基石。 有研究显示,2019 年,

在全国普通高校教师中拥有博士、硕士学历的教师人数达到 111. 57 万人,东部地区 48. 82 万人,占

43. 76% ,西部地区 26. 06 万人,占 23. 35% [14]。 尽管西部地区各级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解决人才短

缺问题,但效果甚微,人才地区分布的马太效应依旧显著,这值得关注与研究。

(三)教学资源有限,优质教学资源严重不足

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保证高等教育公平、实现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

段。 然而,现有教学资源有限与优质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是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偏少

的重要原因。 现有教学资源的有限表现为:西部地区重点大学和国家级重点建设学科少、地方政府教

育财政投入有限、获取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少、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地域分配不科学等[15],以

及单纯注重教育资源价值与需求而忽视各类教育资源的共享使用,造成教育资源的重复配置与浪费。

统计发现,第七、八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高校中,“985 工程冶高校和“211 工程冶高校占

比分别达 60. 84% 和 68. 58% 。 无论“985 工程冶“211 工程冶,还是“双一流冶高校建设,都必然占据中

央财政给予的直接投入等优质资源。 然而,西部地区“211 工程冶高校仅 25 所,“985 工程冶高校仅 7

所,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现存高校财政拨款机制不尽合理,影响了

普通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西部地区亟须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寻求多种形式的高质量、

实质性合作,这是西部地区高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关键。 然而,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社会资

源和民间资本往往更多流向东部地区高校,西部高校往往缺乏机会。 有调查显示,川、桂、甘等地的高

等教育社会捐赠额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1 / 3,青、藏、宁、疆、蒙等地社会捐赠额不足全国平均水平

的 1 / 20[16]。 在校产收入方面,蒙、藏、黔、青、宁等九省份的高校校产收入总和不如上海市的高校校

产投入。 鉴于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取得最大限度的成绩,是西部地区高校面临的难题。

(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导致西部高等教育服务能力式微

我国早在 1994 年出台的《教学成果奖励条例》中就强调教学成果要反映教育教学规律,要具有

独创性、新颖性和实用性。 该条例对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培养目标发挥了显著作用。 然而,我

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办学的工具理性倾向仍较为严重,致使西部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日渐

偏离,西部地区高校在办学过程中过度效仿东部地区高校的办学模式,使其实践效能和社会作用难以

最大限度地发挥,在实践场域中充满矛盾,难以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智力支持,无法适应西部地区经济

与产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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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也存在价值理性式微的现象。 西部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17],

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地,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

彩。 然而,受人才短缺、观念淡薄、经费有限等因素影响,西部高校对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挖掘不

够[18]。 这直接导致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特色不足,独特价值被遮蔽或被消解,表现为原创性的科研成

果缺乏,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缓慢,高校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脱

钩。 究其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区部分高校对本校历史和现状缺乏认真分析和清醒判断,导致学校不能

准确进行自身定位,内卷化局面愈演愈烈。

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行动路向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应因地制宜,突破路径依赖,发挥特色学科优势,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

(一)由确定性思维迈向关系性思维,激发西部高校培育教学成果的内驱力

关系性思维观认为,每种存在物都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人们应从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中去把握事

物[19]。 西部地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复杂工程,牵涉内部与外部诸多因素。 鉴于此,未来必须

转换思维方式,由绝对、封闭、预设的确定性思维转向相对、开放、生成的关系性思维。

针对西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观念冲突,打破高等教育传统思维定式和革新教育教学观念迫在眉

睫[20]。 在微观层面,西部高校应大力奖励成果丰富的科研人员,立足学科优势,打造教师发展平台,

鼓励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强调科研生产力和科研绩效,重点关注教师自身科研创新能力。 在中观层

面,高校应理性对待发展差距,不应只追求量的增加,也要注重质的提升,既评估最终结果,又重视过

程评价、增值评价。 同时,积极加强自身学科建设,改变“重理轻文冶传统学科观念倾向,强调“文理兼

修,艺术并重冶,重视人文艺术等学科对人才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宏观层面,未来西部地区政府与高

校应确立制度先行的教学建设新思路,积极加强教育合作与社会服务,多方协同推进成果转化与应

用,最终通过教学成果奖的打造与培育,形成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二)完善专业教师激励政策,弥补西部地区高水平人才建设短板

教师作为人力资本,是高校的无形资产。 倘若缺少能够促使科研人员去获得最大权益的制度牵

引,即便引进了高层次人才也难以人尽其才。 因此,需要完善专业教师激励政策,弥补西部地区高水

平人才建设短板。 就外部而言,可借势“一带一路冶倡议推进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尝试运用法治思维

吸引国外优秀人才留在西部高校任职。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21],满足学术职业者的职业发展需

求。 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尤其要关注扎根教学一线的中青年骨干教师的职后培训,鼓励

潜心从事教学的教学工作者,避免教学改革的“悬浮冶困境[22]。

另外,就内部而言,西部地区政府和高校可尝试构建“留才冶机制。 建立西部高校人才岗位评价

制度和特殊津贴制度,通过信息技术等手段实现各类人才的有机融合,提升区域外新引进人才的文化

适应能力,从而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解决目前人才市场无序流动的问题,实现优秀人力资本的共享

和高效流动,做到“待遇留人冶和“事业留人冶双向均衡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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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窘境下,以省级政府投入为主的教育体制似乎难以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 鉴于此,可考

虑由中央财政增设西部人才特殊津贴专项基金,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西部高校人才队伍建

设[23]。 设置西部地区专项人才岗位计划,确保西部高校人才的薪酬待遇适当高于东部高校,开辟引

进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最终促进人才“逆向冶流动。

(三)整合西部地区教学资源,完善多方合作机制

西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是教学资源的整合[24]。 提升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的竞争

力必须加强对西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重构与整合。 为此,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可依据整合

形式不同与程度强弱,选择适切的方法、手段、时间、空间,完善多方合作机制。

第一,由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上而下冶式的资源整合。 西部地区省级政府要完善高等教育东西部

合作的顶层设计,为东西部教育资源整合架设桥梁,促成东西高教统筹发展的格局。 通过搭建西部高

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立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协调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创新教学方

式,整合优质教育资源,通过购买相应服务,实现高校之间的交流互通,从而优化高校学科和专业结

构,协同推进教育教学资源可持续发展[25]。

第二,由西部高校发起的“自下而上冶式的资源整合。 在西部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一定的条件下,

高校要立足西部地区的环境特征,加强内外协同的联动性,强化校内各部门、院系之间的合作,打破固

有学科领域界线,提升教育资源共享的开放度[26],主动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教学团队,探索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借助信息技术的“平行推进冶式的资源整合。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涌现,西部高

校内部资源的整合须以数字资源为载体,依托于新媒介技术,将已获取的教学成果嫁接到相近的学科

门类中,同时加强学科之间的有机协作和分工,寻求优势互补。

(四)重构价值理性,强化学科特色

随着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高校社会服务功能将日渐凸显。 因此,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不应只局限于自身发展,还应着眼于西部经济、人口、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西

部地区高等教育现状,西部高校必须把外在的各种优势转化为内在的教育潜质,凝练自身教育个性,

形成独有的教育特色。

毋庸讳言,特色并非只是单纯借助外在场域或教育资本获得,而是在教育活动实施过程中凝聚的

自身个性的体现。 一方面,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东部相比,有其内在规定性。 由于西部地区传统文化

历史渊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要在全国高等教育大格

局中差异化地发展,不能邯郸学步失去自我,避免沦为精致的模仿者和盲从者[27]。 鉴于此,西部地方

高校应在继承优秀办学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色合理定位,突破对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警

惕陷入“自我冶或“他者冶编织的虚构模式窠臼。 在实操过程中,结合西部地区的产业现状、自然资源、

地缘优势等,西部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匹配西部产业结构,建构具有西部高校特色的专业群。 与此同

时,积极拓展外部资源,扩大对外合作办学,通过人才链、产业链、教育链的生成衔接,促进西部教育文

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协同推进。 另一方面,依托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形成相应学科研究优势。 西

部高校可结合地方特色,利用自身优势打造特色专业集群,培育学科发展新动能,提炼并整合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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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风土人情等人文特色,打造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特色学科[28]。 譬如横亘在陕西境内的秦岭

山脉在人文、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均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样一座“特色冶学术研究宝库可作为陕西高

校内涵式发展新的增长点。 通过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释放西部高等教育活力,推动高等教育链、产业

链与价值链的创新融合,实现由“特色冶向“优势冶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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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ament Examination and Action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in Wester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ZHENG Zhiyong, SONG Naiqing
(1. Basic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for Assessment of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The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of higher education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highest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work in China, bu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index to judg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in a certain reg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鄄
ment award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鄄
tion of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form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number of aw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achievem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distribution of disciplines is une鄄
ven, with engineering accounting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s unbalanced,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haanxi, Sichuan and Chongqing; the theme distribution is too centralized, mainly
focusing on two parts: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and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The causes of the predica鄄
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were analyz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weak teaching competitiveness, the lagging educational concept, the shortage of high-level leading tal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lack of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applying for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limit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the
imbalanc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serv鄄
ice capacity in the west. Therefore, the course of action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 was proposed: moving from deterministic thinking to relational thinking, stimulating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ing achievements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improving the in鄄
centive policies for professional teachers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tal鄄
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tegr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improving multi-part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restructuring value rationality, and strengthening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 .

Key words:western region;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teaching reform;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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