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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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新时代高教 40 条》） ， 提出了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总
体目标，指出：经过 5 年的努力，建成一批立德树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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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教育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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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 40 条》）。文章对高校落实《新时代高教 40 条》存在的
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要让高校重视本科教育，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必须强化质量评价保障机
制，包括取消对高校不科学的行政性评价指标，推进专业评价，以及改革高考制度，健全大学生退出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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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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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published� a� document� which� me� call� it� New Era
Higher Education 40 Rules�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e-
ducation,�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apac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has� ana-
lyzed� the� existing� realistic� problem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cu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Furthermore,� It�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guid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quality,� it� must� strengthe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assurance� mechanism,� including� cancell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evalua-
tion� indicators� that� are� unscientific�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v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e-
valuation� and� reform�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s� well� as�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i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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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学校，建设一批一流本科专业点。 到 2035年形成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为建设高等教
育强国、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

《新时代高教 40 条》提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
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 要把人才
培养水平和质量作为评价大学的首要指标，突出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激发高等学校追求卓越，
将建设质量文化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
自觉行为，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
化。

显然，《新时代高教 40 条》着眼于提高我国高等
教育的质量，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回应了社会舆论
对我国大学教育质量的关切。 2018年 6月，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上曾强调：“有人说，现在是‘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
这种现象应该扭转。 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 ”［2］讲话
传达了教育部抓本科教育质量的决心。然而，在《新时代
高教 40 条》发布之后，舆论对这 40 条如何落地，持有
观望态度，因为从现实看，我国大学教育要强化质量
意识，提高质量标准，面临具体的机制障碍。《新时代
高教 40 条》指出，要“坚持完善机制，持续改进。 以创
新人才培养机制为重点，形成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
机制，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优
化实践育人机制，强化质量评价保障机制，形成人才
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强化质量评价保障机制，对
落实 40条至关重要。

一、当前本科教育质量评价的问题

本科教育质量评价对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导
向，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质量评价标准本身存在问
题， 就可能导致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导向出现偏
差。 当前，我国本科教育质量评价总体而言还是由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对学校的评价， 而具体的评价指
标，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对于所有本科教育学校均强调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 以初次就业率来评价一校的本科教育质量。
对于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我国社会舆论一直诟病颇
多。 初次就业率由校方统计，再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发布统计结果，这容易滋生弄虚作假；毕业时的初次
就业率， 与半年或一年后的就业情况有很大差距；初
次就业率只强调就业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就业的
质量等等。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教育部门还继续坚

持要求高校统计发布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强调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会直接影响本科教育质

量。一方面，会影响学校的办学定位。在高等教育进入
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应该有实
行精英教育、通识教育的学校，也有实行职业教育的
学校。 通常，实行精英教育、通识教育的大学，应该以
能力为导向办学、培养学生有雄厚的基础能力；开展
职业教育的大学，则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成
为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和应用技术人才。 而都用就
业率评价大学，就导致本应该进行通识教育的大学也
变为“职业培训所”。 另一方面，会引导学校办学围绕
就业率做文章。 当前，我国本科院校普遍存在的一种
办学现象是，大四这一年变为就业年，学校基本不安
排什么课程教学， 而让学生去找工作或进行就业实
习， 即使安排了课程教学（包括毕业论文或毕业设
计），也都给学生找工作开绿灯；对毕业论文和毕业设
计的要求也不严格，一些学生甚至把毕业论文、毕业
设计视为“鸡肋”，敷衍对待。 这让四年本科教育缩水
为三年。

在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则有另一番景象，学校把
组织学生考研作为提升就业率的捷径。 因为按照我国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统计办法，是把毕业生作为
分母，签约就业、灵活就业、考研、出国的学生作为分
子的，因此，考研学生越多，就业率也越高。 而且，组织
学生考研，对于地方本科院校办学来说，也节省办学
成本， 不少学校从大一开始就鼓励学生准备考研，而
准备考研的学生，就只针对考研科目学习，非考研科
目被边缘化，学校也不重视这些课程的教学，这意味
着大学给学生的本科教育不完整， 有的考研学生，在
大学里连实验也没做过，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实
验。 另外，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学生考研，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因素是当前的评价体系把学校的“学术性”作为
重要指标。

其二，对于所有本科院校，均强调教师的学术研
究活动与学术研究成果，以学术能力和成果评价教师
质量，以考研率、硕士点数、博士点数、教师发表论文
数量等评价学校是否上水平、上层次。 这一评价体系
让地方本科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的定位，想着怎样提
升学校的层次，办硕士点、博士点，成为精英教育学
校，因此对本科教育并不重视。 本来应以就业为导向
办学，但却以组织考研来应对就业率指标考核；而对
于目前应实行通识教育的大学来说，则把教师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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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导向学术研究，不重视本科教学。 本该以能力为导
向培养学生，却变为抓就业率。

这次发布的《新时代高教 40 条》要求大力推动两
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
高层次人才走上本科教学一线，并不断提高教书育人
水平，完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实现教授全员给
本科生上课。［1］而其实，我国早在将近 20 年前，就提
出要建立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制度，但是，由于对大
学办学的评价体系主要还是关注学术研究成果，因
此，这一制度在不少大学并没有切实建立。 就算学校
宣称已经建立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制度，但进一步深
入调查会发现， 有一些本科课程是挂羊头卖狗肉，虽
然是教授担任任课教师，可是实际却是助教或者博士
生在讲课。

二、本科教育提高质量存在制度性障碍

除了目前的本科教育评价体系引导部分大学并
不重视质量之外，大学要提高培养质量，也存在制度
性障碍。

《新时代高教 40 条》提出，要加强学习过程管理。
加强考试管理，严格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
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 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
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 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
估与反馈机制。 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
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形式、内容、难度进行严格
监控，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1］这点出了提高本
科教育质量的关键，即重视过程管理，要把质量关。

但严把质量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难。 与严把
质量关对应，必然是对学生的淘汰。 众所周知，美国的
高等教育实行严出培养方式，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
智库“第三路”2017年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只有 55%的
学生在 6 年内毕业于普通的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在调
查的 1027 所私立大学中，761 所大学的毕业率不到
67%，而公立大学毕业率甚至低到 46%，也就是说，近
半数（1/2）学生无法完成学业。 而根据 UnivStats 发布
的数据，美国高校平均毕业率为 53.1% 。［3］对于美国
高校平均毕业率只有 50%多一点，有着各种不同的原
因，例如：有的学生自主选择求学时间，有的学生主动
申请退学转到其他学校，有的学校为考虑学费收入延
长学生学业年限等，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要实行严
格培养，必须有相应的淘汰机制。 很难想象在严格的

质量把关下， 会有 100%的学生都在四年内完成学业
顺利毕业。 当然，也有一些人把 100%毕业，理解为所
有学生都努力学习， 所有老师都严格教学且考核严
格，是高质量的体现，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实际。

教育部在 2018 年 9 月印发的《关于狠抓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中
要求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淘汰“水课”，加大
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把毕业出口
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4］这指出我国本科教育存
在低质量要求的现状，要求建立淘汰机制。

但是，具体到办学，我国大学要淘汰学业不合格
的学生，却是比较困难的，最近，华中科技大学 18 人
因学分不达标本科转专科，引发广泛关注。 对于本科
不合格转专科，有舆论质疑这是对专科的歧视，该校
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出台《普通本科生转专科
管理办法（试行）》，既是保障本科生培养质量的重要
举措，也是在退学之外，为学分不能达标的学生提供
的一种“人性化选择”。［5］

与美国高校实行自主招生、自主办学、自授文凭
不同，我国高校实行按计划招生和按计划培养、授予
学位制度。 在美国，一名学生被大学退学后，可以用以
前的高中学业成绩、统一测试成绩、大学学业表现去
申请另一所大学，因此学生被大学退学，是很正常的，
也不影响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大学生在求学期
间还可主动选择退学， 申请转学到另外一所大学，这
既让大学可选择学生，也可让学生选择大学。 但在我
国，按照目前的大学招生、培养、管理制度，一名学生
如果在大三时被退学，他只有重新参加高考、填报志
愿，才能被全日制高校录取，虽然这也是一条出路，但
是，退学对很多学生和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些
学生很有可能放弃重新参加高考。 在这种情况下，学
校要淘汰学业不合格学生就面临很大的阻力。 华中科
大设计的本科不合格转专科的退学路径，就是针对这
一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华中科大每届本科生超过 7 千
人，全校仅 18 名学生本科不合格转专科，这只占一届
学生的千分之三不到，可是，这个现象引起全国的关
注，那么，如果要淘汰 10%的学生，这将会是怎样的
局面？ 在退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大学必然遭遇质
疑。 面对社会的质疑， 大学也就不可能提高淘汰比
例，维持在千分之几的淘汰率，对我国大学来说，都

（下转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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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了。

三、强化质量评价保障机制

要提高本科教育质量， 就必须直面以上这些问
题，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本科教育质量评价保障机制。

首先， 应该按照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要求，推
进对高等学校办学的专业评价，建立符合高等学校办
学规律的专业评价体系。 我国于 2010年颁布的《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
出：要推进专业评价。 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
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 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
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 建立高
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在笔者看来，我国应该取消由政府教育部门发布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改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调查统
计高校的中长期就业情况。 为引导高校重视本科教育
的过程管理，在评价高等学校办学时，应重视过程性
评价，比如，对于教师评价不能只看产出的结果，而应
该关注教师投入教学的过程，这需要引入教师专业同
行评价，评价教师是否按课程教学要求创新教学。 对
于学校的教学投入， 不能只看配有多少智慧教室、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多少比例，而应该关注教育资源的
利用效率，有多少班级是 20 人以下的小班教学、在线
课程的使用率如何等等。

其次，应该切实推进招生、培养制度改革。 我国教
育中存在的“玩命中小学、快乐上大学”现象，与现行
的招生、培养制度有很大关系。 由于考进大学之后，基
本上不会被淘汰，因此，有不少学生把考上大学作为

学习的终极目标。 而要建立淘汰机制，就必须改革当
前的招生制度。 具体而言，我国应该在高考改革中坚
持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原则，落实和扩大学校的招生
自主权， 探索基于统一高考成绩的学校自主招生制
度。 只有大学进行自主招生，才能解决目前招生、培养
的“一个萝卜一个坑”问题，即使已经占坑的学生缺乏
学习动力，学校也无把学生从坑中赶走的积极性。

对此， 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这把问题复杂化了，
因为高考改革是又一重要的命题。 而其实，我国基础
教育问题和高等教育问题是一体的， 不进行改革联
动，只希望从局部着手解决问题，最终会发现治标不
治本。 要按《新时代高教 40条》的要求，形成以提高人
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就必须全面系统地推
进教育的整体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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