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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尖大学教育最重视的是什么教育？ 

秦春华 

【摘要】粗看起来，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美国大学的样子我们基本上都学来了，学分制、

GPA(平均绩点)、自由选课、弹性学制、教学评估，等等，但哪一样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

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呢？照猫画虎，画画是可以的，要想真的得到虎，就必须下苦功夫踏踏实

实地按照虎的本质要求去做。 

美国顶尖大学的教育。它们是什么呢？是一个典型的哑铃型结构，即高度重视两头，本

科和 Ph.D。 

对处于二者之间的硕士阶段，看得相对较轻。所以大量读了一年制硕士的海归，回国后

表现平平，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本来含金量就有限。 

在本科和 Ph.D。之间，天平又向本科倾斜。 

越是顶尖的私立大学越重视本科教育，这是美国名校的看家本钱。 

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如此看重本科教育。不只是口

头说说而已，而是真心实意地把真金白银大把大把地往里投入。 

在资源分配上，当研究生的发展和利益与本科生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研究生要为本科

生让位；当科研与本科生教学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科研要为本科生教学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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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状态也并非生而有之，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曾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复，

但难得的是，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认同这种格局和文化，并且在实际生活中心甘情愿地遵循和

履行。 

尽管美国顶尖大学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特别是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几乎截然不同，但

在如何从制度层面保证本科教育质量的问题上还是呈现出一系列共性的特征。 

首先，从招生阶段开始，严把入门关。 

几乎每一所顶尖大学都对招生极为重视。招生办公室主任地位很高，有时候就是仅次于

校长和教务长的第三号人物，对是否录取每一个学生具有最终决定权。 

招生主任往往会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很长时间，从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识别学生的经验—

—哈佛大学的招办主任威廉姆〃菲兹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就一口气干了 40年。 

40年里，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只有一个，就是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申请资料。不只是

哈佛，许多大学的招办主任任职时间都在十年以上。此外，大学对招生部门的人员和经费予

以充分保证，投入巨大；招生过程极为复杂甚至繁琐，每一个最终获得录取的学生在收到录

取通知书之前都会经过几轮测试和评估。 

过去，我们对美国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有一个误解  “宽进严出”，似乎美国学生上大

学要比中国学生参加高考容易得多。 

其实恰恰相反，美国学生要想进入到最顶尖的大学，其竞争之激烈，难度之大，丝毫不

逊于中国学生考上北大、清华。 

美国顶尖大学的门，非但一点也不“宽”，反而“严”得不得了。一般来说，申请美国大

学需要缴纳申请费。虽然每一所大学的申请费不高，但是加在一起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没

有人会只申请一所大学。 

正因为有成本的制约，凡是提交申请的学生都是经过仔细掂量自认为有一定录取把握的。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斯坦福大学的 5.1%，还是哈佛大学的 5.9%，都是相当惊人的数据。 

也就是说，它们是在 100个自认为能上哈佛的学生中挑走了不到 6个人！你能想象得出

其生源好到了什么程度？更重要的是，这些一个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学生全部符合大学的办

学理念和培养目标，除了个别看走眼的，这就为学生入学之后的教育质量提供了第一层保障。 

其次，从文化和经济两方面确保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生教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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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尖大学在招聘教师时非常看重其对教学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在 MIT(麻省理工学

院)，重视本科生教学本身就是大学最核心的文化。教授不但必须要上课，而且他们也喜欢上

课。 

然而，仅有文化和号召是不够的，教师是否喜欢上课是一回事，他们是否真的能够认真

上课是另一回事。美国顶尖大学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引导和制约着教师对于本科教学的重

视程度。 

教授的工资通常只发放 9个月，剩下 3个月的收入必须要通过自己寻找研究课题和经费

来解决。因此，许多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一方面会回国工作几个月，另一方面，又

无法做到全职回国工作，奥妙就在于此。 

教授所拿到的 9个月工资，指的就是上课，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的报酬。如果教授不上

课，收入就会锐减，甚至没有薪水；如果课程质量不高，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在芝加哥大学这样极为重视本科教学的大学里，情况又有不同。在芝加哥大学看来，教

授的天职就是教学。至于科研，那属于教授的个人旨趣。学校当然会支持教授的研究工作，

但绝不能因为科研而损害教学的利益。许多教授的工资是由本科学院发放的。 

教授必须按照本科学院的教学标准和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否则就有可能拿不到工资。经

济上的诱导直接影响甚至改变了教授的行为方式。这一点也许对于正在开始重视本科教学的

中国大学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启迪。 

第三，在教学方式上，采取小班教学模式。 

小班教学是美国顶尖大学保证本科教育质量的核心手段。而且，越是重视本科教育的大

学越强调小班教学的重要性。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中，小班教学的比例

甚至达到了 70%。 

为什么小班教学可以保证教学质量呢？原因在于，它最大限度地防止了教师和学生的偷

懒行为。上几百人的大课时教师和学生都有可能偷懒——学生可以睡觉，教师可以念教材—

—但在十几个人的小班讨论课上无论如何偷不了懒。如果学生偷懒，不要说会影响成绩，也

很容易被教师发现；如果教师偷懒，学生会提出抗议——学生都是支付了高昂学费来上课的，

如果你提供的产品达不到质量标准，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炒你的鱿鱼。 

例如，全美最顶尖的本科学院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高达 6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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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她们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都可以被换算成相应不菲的美元。学生们当然会倍加珍惜

她们的学习机会。此外，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许多顶尖大学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充分的选课

自由，但另一方面，也通过学校政策对学生进行理性引导。 

比如，MIT 对学生一学期的选课数量和学生选择专业的数量均有限制，防止学生贪多嚼

不烂；芝加哥大学则直接规定了学生的课程表中，要求苛刻、课业繁重的小班讨论课的数量

必须达到一定比例，防止学生偷懒混日子。 

第四，对课程本身投入巨大。 

一方面，每一所顶尖大学的本科课程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许和 20世纪 90年代以

来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所倡导的整体知识观直接相关。表面上看，课程是由某一位

教授主持的，但整个课程体系却是由专门的课程委员会集中力量精心设计的。特别是像芝大

和哥大的核心课程，更是经过了千锤百炼。 

另一方面，学校和院系在本科生课程投入上毫不吝啬。比如，MIT 电子工程系每年在一

门课程上的投入就高达 30万美元，少的也有 10 多万美元。这些经费并不包含教师的工资，

是纯粹投入到课程本身的，分配给各个学生小组来使用。许多学生的作品很快就会被企业发

现和使用，直接转化成产品。 

最后，强化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估。 

美国顶尖大学极为重视教学质量评估工作，但其评估的方式不是由被评估者提交材料由

评估者审读检查，就像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一样。而是由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全覆盖的评价，同

行之间的评估、高级职员对低级职员的评估、学生对老师的评估，等等，几乎无处不在，并

且这种评估结果会对教师的岗位、职称和收入产生直接甚至是严重的影响。 

评估通常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有时也采取记名但绝对保密——有法律保障，泄密

要负法律责任——的调查方式，因此每个人都会在评估时凭良心和职业精神自由负责任地表

达其真实的观点。 

例如，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听课是最主要的监控教学质量的方式之一。教授要听副教

授的课程，副教授要听助理教授的课程，听课之后都要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教师的

职称晋升和收入。对于教授，学校有三年一次的评估。 

与此同时，学生要对教师进行评估。如果学生对某个教师不满意，他就得就地走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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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 MIT，很多时候同一门课程是由几位教师分别主持的，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对教

师的课程评估都被公布在网上，供下一级学生选课时参考，这样就在教师之间形成了竞争。

学生的评估结果影响到教师的收入水平。 

如果某一位教师的课程不受欢迎，没有学生选课，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要“下课”了。

因此，没有人敢不尽心尽力。近年来，MIT 对教师和教学质量的评估开始采用更长期的根据

学生毕业后 5—10 年的发展情况来进行，则显得更为科学和客观了。 

对比以上几个方面，中国大学在保证本科教育质量上的确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招

生阶段，大学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了解入学学生的情况，包括招生办公室主任；教师收入

和上课与否基本上没有关系；教学模式仍然是几十人上百人的“演讲式”大课；至于教学评

估，要么是走了运动式的过场，要么评估结果对个人利益不产生直接作用，等等。 

粗看起来，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美国大学的样子我们基本上都学来了，学分制、GPA(平

均绩点)、自由选课、弹性学制、教学评估，等等，但哪一样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其

应有的作用呢？照猫画虎，画画是可以的，要想真的得到虎，就必须下苦功夫踏踏实实地按

照虎的本质要求去做。 

否则，徒具其形，做出来也只不过是一个虚头巴脑不起实际作用的玩具而已，受损失的，

还是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学生。（转自：美国史教学与研究 2018-5-25） 

 【新动态】 

教育部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目标“三全两高一大”   教育部近日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

推动改进教学管理。最新发布的《2017年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显示，中国在线教育用户

规模达 1.44亿。从 2016年到 2018年，教育部连续出台政策，强调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将人工智能切实融入实际教学环境中。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提出，中国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已

经从重视建设、应用的第一阶段进入了重视融合、创新的第二个阶段，即“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根据《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到 2022年，我国要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

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

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探索信息时

代教育治理新模式。（《上海教育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