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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流本科建设】 

找准着力点强壮本科教育  

——来自高校的代表委员为建设一流本科建言  

2018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随着“新时代高教 40

条”、“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等政策文件的出台，围绕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各地各校纷纷

拿出真招实招高招，整个高教战线呈现出大力建设本科教育的良好局面。 

 当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着力点在哪里？如何强壮本科教育，提升本科高校的办学

质量？两会期间，来自高教战线的代表委员就此展开热议。 

专业建设为一流人才培养夯实基础 

 专业建设好了，人才培养的“四梁八柱”就立起来了。但当前，我国不少高校的专业设置

明显滞后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需求，“新的东西不会教、教的东西过时了”，跨专业复合型人

才难求。 

  “学科和专业结构失调，课程设置不合理是突出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校长王焰新说，首先是很多本科专业设置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脱节，专业设置比例失

调，而适应科学发展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比较薄弱，复合型、应用型学科少；其次，部分

专业划分过细，存在专业口径过窄，专业大量重复设置等。而在课程设置上，基础课、专业

课和通识性课程的比例不够优化，导致学校的培养成效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存在偏差，培养出

来的学生，能力不足以承担相关工作。 

怎样优化专业设置？“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成长成才

需求，加快专业现代化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认为，一方面，要加快

战略新兴领域和未来尖端领域专业建设；同时压缩专业规模，推进传统专业改造升级，重点



发展优势专业、交叉复合专业；另一方面，要注意强化专业内涵，构建“结构合理、布局科

学、特色鲜明、优势凸显”的本科专业体系。 

她介绍，近年来，山东大学积极推进专业现代化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2018 年，学校

申请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等 6 个新工科专业，创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等 16 个新工

科特色创新实验班。同时加强对传统工科专业新的改造与整合。例如，将材料类 6 个传统专

业整合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一个专业，机械类停招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车辆工程和工业设计

3 个本科专业，申请新增智能机械制造专业。 

对接新时代新需求，天津大学坚持以“新工科”建设为牵引，打造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建立学科专业优化和大类招生选拔两个机制，打破培养过程中的学科壁垒，转变„学科

导向‟的单一专业设置模式、培养模式，主动布局和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人才。”全

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说。 

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本科教育质量 

课堂是人才培养主阵地，然而在不少高校，课堂上学生睡觉、打游戏、玩手机现象并不

鲜见；课堂纪律松散、课堂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突出。怎样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怎样让

学生主动地“坐到前排来、把头抬起来、提出问题来”？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获取知识点的渠道都很多，速度很快，搜索能力也都很强，但人与

人的差别最终是深度思考的差别，能不能深度思考，有没有培养出学生深度思考的能力是人

才培养的重心。”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说。 

 对此，四川大学以“教室革命”为突破口来推动本科教学改革。这几年，学校投入近 3 个

亿，实现了全校 80%、400 多个教室改造，着力打造了智慧教室、互联网教室、案例教学教

室等 5 类教室，全部实现 25 人以下的小班教学，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师生点对点、面

对面、互动式教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物理空间的改造很快，但更重要的是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整个本科教育的水平。”李言

荣认为，对理、工、农、医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来说，一方面要思考如何把多学科交

叉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另一方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开展深度学习教育。

这可能是未来大学、尤其是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在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看来，教学改革的同时，课程改革也要跟上。

“过去我们一直沿用苏联学科的划分方式，分为数理化工农医等；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也逐渐

加入了最新的文化和科技成果，但是并没有本质的革新。社会需求是高度交叉不断变化融合

的，我们教给学生的东西要更宽一点，而且要在课程中以变的方式教他们。”严纯华说。 

 “严”字当头挤出人才培养的水分 

 2018 年华中科技大学数名本科生转为专科生毕业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针对大学生中

存在的懒学、怠学甚至逃学现象，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高校本科工作会议上指出，对大

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

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 



 “严在地大，是我们学校着力打造的一流本科品牌。”王焰新表示，“严”字当头不仅针对

学生，也面向教师，展现的是对师生真切的爱，这种爱不是溺爱，是严管厚爱。 

王焰新介绍，“严”字当头，即对学生严把培养关、过程关、出口关；对教师则强调严正

师德师风、严把学术要求、严实育人使命。 

 “严把培养关，就是深入实施教学科研相融合、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创新创业与专业

教育相融合的„三融合‟培养模式，用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严把过程关，就是通过制定课

程考核纪律和学术规范等办法，让学生诚实守信、敬畏科学。严把出口关，全面取消„清考‟，

让学生不再好混，同时建设学习支持中心，实施学业救济制度，解除学生学习上的后顾之

忧。”王焰新说，教师方面，一是强调严正师德师风，深入开展向全国最美教师殷鸿福、全

国优秀教师李德威学习行动。二是严把学术要求，制定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实行

“师德问题一票否决”。三是严实育人使命，坚持把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任基本条件，

增加“教学型”副教授高聘指标，设立教学奖和教学新秀奖，让教师不但要对学生严管，而

且要对学生厚爱。 

 “只有持续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教师评价制度改革，让潜心育人的好老师尝到甜头、

让忽视教育教学的老师尝到苦头，一流本科才有盼头。”王焰新说。 （《中国教育报》2019

年 3 月 10 日 作者：董鲁皖龙） 

 

【新动态】清华大学举行在线教育与混合式教学论坛 。3月 7 日至 8日，清华大学在线

教育与混合式教学论坛及工作坊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举行。语言中心杨芳副教授表示开展混

合式教学的核心是课程设计。计算机系马昱春副教授组织了题为“组合数学慕课建设及混合

式教学”的工作坊。她从慕课如何能够帮助一门课程的问题出发，基于雨课堂的设计和与会

老师开展了热烈交流。通过教学理念，教学设计，学习管理等方面逐步深入，全面深入地分

享了在线课程和混合式教学课程设计的经验和思考，并且结合全英文课程的混合式教学的实

践展示了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流程设计。（《清华新闻网》） 

哈佛通识教育改革与全球胜任力培养。哈佛大学是全球通识教育的先驱。为解决当下许

多通识教育课程和其他核心及选修课相比，要求不高，成为“水课”的问题，从 2019 年秋

季学期开始，哈佛大学即将开展全新的通识教育计划，增强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灵活性，

同时又通过加入人文与科学学科（包括社会科学）的三个主要分类课程，来增加课程的难度

要求。学生需要满足三方面要求：通识教育课程要求（the 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分类课程要求（the Distribution requirement）和定量分析课程要求

（the Quantitative Facility requirement）。其中，在通识教育课程要求中，学生必须

在以下 4个领域里各修一门通识教育课：美学与文化，伦理与公民，历史、社会和个人，社

会中的科学技术。同理，在分类课程要求中，学生必须在以下 4个类别的课程中各选一门，

分别是：艺术与人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工程学和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后，在定

量分析课程的要求中，学生必须选择一门可以证明自己定量分析能力的课程。根据目前的规

划，哈佛大学在 2019-2021学年度一共将为学生们提供 25 门新的通识教育课程。这 25门



通识教育课程与全球胜任力的四个核心素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世界知识与全球题”、 

“开放与尊重”、“自觉与自信”和“道德与责任”。（《一读 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