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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内涵发展】 

从1.0迈向2.0的本科教育的基因特征 

 

前不久，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

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作为一项政策，该计划的提出，既体现了政府

对本科教育“关注点”的变化，也说明了现实中的本科教育有明显的 1.0 特征。 

一．从专业设置看“第一代”特征 

根据 139所已接受审核评估高校的专业设置统计，2017年我国 139所高校的平均专业数

是 60.2个，专业覆盖学科门类数是 7.3个，占学科门类数的 60.8%。这一数据说明，我国传

统的单科性院校基本消失，各高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专业体系。 

从大类专业设置看，根据 141所已参加审核评估高校的数据统计，有 56所高校按专业大

类招生，涉及 2045个专业，占高校本科专业数 9403个专业的 21.7%。 

再根据 2017年 397所高校教学状态数据统计，397所高校大类专业数是 2045个，本科

专业数是 9403个，大类专业占本科专业总数之和为 21.7%。 

这些数据证实，专业设置过窄过细是许多高校的通行做法，且延续至今。这既是本科专

业设置的“通病”，也是当前亟待解决而又难于破解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出现专业划分过细的问题，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有关。众所周

知，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集中管理的计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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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高度专门化的教学体系。 

总之，在很大程度上，专业教育沿袭着苏联模式，带有顽固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和烙

印。 

二．从教学管理制度看“第一代”特征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学分制就一直被视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点，但进展缓慢，真

正做到“完全学分制”的高校凤毛麟角。 

从选修课比例看，在我国不同类型高校选修课的比例中，选修学分比例平均约占 20.46%，

明显偏低。除选修课比例之外，本科生转专业的比例明显较低。根据 718 所不同类型高校学

生转专业统计，平均学生转专业占在校生人数比例仅为 1.9%。 

再从学生弹性学习来看，根据有关统计，各高校平均毕业率为 96.7%，平均学位授予率

为 96.4%，且不同类型高校间呈现差别细微，再根据 2002年—2017年我国大学毕业率与学位

授予率情况统计，本科生毕业率与学位授予率的“剪刀差”现象逐渐消减，自 2012年起毕业

率与学位授予率接近持平。 

上述现象说明，尽管我国从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就开始推行学分制，但学分制只是发

挥了作为计算“学习量”的功能，与学分制的本质名不副实。 

这种现象难以改变的真正原因是，当以计划和管理以及专业教育为目的的教学体系没有

突破时，任何实现学分制的措施只能是浅尝辄止。 

三．从课堂教学看“第一代”特征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教育技术正在改变课堂教学范式。当前国内学界对于教育

技术的研究虽然很多，但教学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却似乎远远没有跟上。 

另外从课程班级规模看，我国无论是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课的班级规模均在

50人以上，大班授课成为“第一代”特征的“传统”延续。显而易见，当班级规模庞大时，

就会导致批量生产，这无疑会降低个性化培养，更无法做到因材施教。 

此外，课堂的“沉默”也是我国本科教育“第一代”的典型特征。在我国高校本科教学

评估中，有国外专家就指出：“无论是在中文教学还是英文教学课堂，学生都比较安静被动，

学生很少做笔记、提问或举手，这点让我很惊讶。” 

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学生将完全无法适应工作环境，更不可能适应一个重视思想交流

的国际工作环境。课堂上应该为学生创造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机会。教师应当多鼓励学生对于

理论知识提出批判，使得这个课堂变成一个思维碰撞的舞台。 

以上现象说明，“知识导向型”的教学在课堂上占有压倒性地位，学生的归纳能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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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和分析问题能力、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是我国课堂教学的软肋。 

四．从通识教育看“第一代”特征 

从实践层面看，我国高校通识教育仍然呈现出“第一代”的特征。根据 111所高校培养

方案的分析，88%的高校把公共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相当一部分工科院校把通识教育理解为

素质教育，把专业选修课作为通识课程。 

从表面上看，课程结构的不同设计反映了对通识教育的不同理解。但从内在本质而言，

则反映了人们对于通识教育核心概念的混淆，这也是我国本科教育“第一代”特征导致的结

果。 

因为长期以来，专业教育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基础已经根深蒂固，这使得我们不仅缺乏通

识教育的思维，而且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也相对狭隘。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通识教育呢？ 

大学的通识教育应该基于“增值”和“能力”的理念，应该交给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并为学生未来一生的发展做准备。 

五．从毕业率、就业率看“第一代”特征 

在我国，是坚持高的毕业率和就业率还是降低毕业率和就业率，一直有很大的争议。根

据 2016年的统计，专业平均毕业率全国平均值为 89.2%，全国高校总体就业率也为 89.2%。 

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本科就业率持续走高的态势下，其专业对口率则持续下降。 

根据 2012—2016 届工理农医类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医学、工科专业

与就业对口率相对较高，前者均在 80%以上，后者均在 70%以上；而农学、理学专业与就业对

口率相对较低，为 50%多。 

从表面上看，较高的毕业率和就业率似乎反映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培

养模式，但专业对口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则暴露出就业率存在虚高。 

那么，我们就需要反思，我国本科教育的高毕业率是否真正有效，本科教育是否真正满

足了学生需求，是否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是否让学生有学习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或者说，本科教育仅仅是让学生获得了一张文凭，而文凭背后的含金量似乎并不重要？

那么，我国本科教育是否应当从学历教育转向能力教育？ 

总之，当前，高等教育在坚持“以本为本”和“以生为本”的理念转变的大前提下，需

要我们在深刻认识本科教育“第一代”特征的基础上，重塑本科教育的精英意识、突破原有

教育观念的藩篱。 

【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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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将推三级专业认证 振兴本科    “今年的教育工作热点之一毫

无疑问是重视本科、振兴本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 11月 30 日在北京表示，下

一步将推出三级专业认证体系，即“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对专业进行三级认证对高校

也是一个促动。 

第九届新华教育论坛当日举行。范海林在论坛上表示，之所以提出“振兴本科”这一命

题，有四个原因： 

第一，全国教育大会的精神实质，要解决的就是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本科教育应当以人

才培养为中心，做好教研、科学、社会培训服务。 

第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势不可挡。 

第三，去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47%，今年会达到 48%，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

阶段，对人才培养提出挑战。 

第四，重视本科、强调本科也是适应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 

范海林说，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重科研、轻教学，领导精力、教师精

力、学生精力、资源条件配置不足普遍存在。“我们到学校去时，有一个鲜明体会就是感觉很

多校长好像不是搞教育的，都是搞数学的，强调的都是有多少学生、多少亩地，接下来就是

有多少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ESI(基本科学指标

数据库)等，就是报数，而那些数据基本上都是科研数据。” 

谈到如何全面振兴本科教育，范海林说，首先要以雷霆手段、铁的纪律来治理整顿本科

教学秩序。现在不少学生学习不那么认真，考试作弊的有，篡改实验数据的有，购买学术论

文的有，平常睡大觉、喝大酒、不认真上课的不是少数。 

他也强调，整顿本科教学秩序绝对不是给大学生布置重复的机械性课业，而是要培养学

生更加全面的综合素养，进一步提高课程的选择性、创新性、挑战度。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已经出台，被称

作“新时代高等教育 40条”。范海林说，下一步还将布局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升级版。这

些举措中，较重要的是“四个新”，即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范海林表示，下一步将推出三级专业认证体系，叫做“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来加

强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保合格”不用进校，完全依托数据作出分析，看学校基本条件是否达

到；“上水平”也不进校，就是在数据基础上，请相关专家作定性分析，看看高校专业是否符

合国家战略、地方需求，专业建设内容如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是否合适；“追

卓越”则要进校，要作出完全高水平、国际等效的实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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