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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流的人才，本科教育是培养一流

人才最重要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学校传统和特色的地方。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

大学的底色，没有本科教育水平的提升，就很难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一、价值引导是本科教育的根本 

育人是大学教育的核心。现代意义的大学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

大学职能在不断拓展，大学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出现了一批被学者称为多

元巨型大学的机构。但是无论大学如何发展，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始终是

大学的根本任务，评价一所大学好坏的关键还是要看它人才培养的质量。本科教

育在大学育人过程中有着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世界一流大学都把本科教育作

为重中之重，因为本科生教育质量是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与学校声誉密切

相关。在本科教育中，价值引导是第一位的，是育人的根本。知识和能力在人的

成长过程中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追求真理、公平、正义，关爱他人、社会、

自然等价值取向及勇气、毅力、自信和团队精神等人格品性。 

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品性的养成，是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价

值观，知识和能力才能更大地发挥效用，正所谓“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我国

的传统教育历来都强调“做事先做人”“为学先为人”，强调道德教育和价值观

引导的重要意义。本科生阶段的价值引导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是学生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本科阶段是很多学生第一次离开家长、独自面

对世界的开始，他们在这个时期要独立做出人生很多的重要选择。选择是行动，

更是价值判断。在迅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本科学生面临着更多的选择和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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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帮助年轻同学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价值引导过程中，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它们

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构筑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

神世界。我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并融入育人实践中。同时，我们要坚持开放

的姿态，充分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学校自身独特文化的育人作用。 

清华大学在 10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逐步

形成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

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 

二、学习自主权是本科学生多样成长的保障 

美国著名教育家、做过 40 年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强调，大学应该给予学

生三样东西：一是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二是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

展才能的机会；三是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

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老校长梅贻琦在其《大

学一解》中明确提到，“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无闲暇故。仰观宇

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有

了充分的学习自主权，学生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发挥所长、施展才能，也才能有

更多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审视自身、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不断提高自身的修

养。给学生更多自主权、更大选择度也是当今本科教育发展的趋势。 

2013年，《斯坦福大学 2025计划》提出了自定节奏的教育（Paced Education），

学生根据他们的个人意愿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完成各阶段的学习。这种理念颠覆了

传统大学本科教育的框架，把教育的选择权更多地交给学生自己，这势必会带来

更多创造性的实践，也会使得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更加灵活，能够更快适应受教

育者的需求和时代要求。 

自主选择是个性化发展的前提，也是多样成长的基础。为了克服培养体系过

于刚性、给学生空间不足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先从改革学业评价体

系入手，变百分制为等级制，建立更加凸显个性化、人性化的多元评价体系。开

展本科生奖励荣誉体系改革，树立个性榜样，带动多样成长。增加培养方案的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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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本科培养方案中设置更多学分的任选课程，支持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

志趣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成长路径。建设多种类型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转系和

转专业的自由度，推动第二学位、辅修和交叉学科认证课程项目。学校还成立了

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会，让学生能制度化地、稳定地在课程改革和质量监督中发

挥主体性作用，进而在整个校园营造积极的、主动的、交融的学习氛围。 

三、面向未来，构筑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育人平台 

教育要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又要随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创新是时代的

最强音，大学必须肩负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使命。国际

化是高等教育的新趋势，也是世界上所有大学面临的新课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不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完成，同时也指在大学教育中

要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学生学会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合作。

一流大学应该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我们要培养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

厚的人文素养，这是培养未来社会领袖人才的重要基础。 

学校的发展格局为本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大平台，清华大学将进一步加强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清华在培养方案改革中强调了授课内容

注重创新、授课方法注重互动、培养方案注重灵活的原则，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与传统专业有机融合。重点建设一批挑战性示范课，围

绕当前全球性挑战问题进行课程设计，加强师生密切互动，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

中学习。突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着力打造创新教育的实践平台，围绕

创意、创新、创业，探索新型的人才教育模式。 

清华大学鼓励本科生出国学习，不仅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也到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去学习交流。清华大学还将持续提高留学

生比例，扩大生源国范围，并鼓励留学生与国内学生互动交流。目前，学校正在

推进一批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推动清华成为促进人才培养、学术人文

思想交流的全球性中心。 

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到社会的中心，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

个看似大学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要把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一流人才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上，在综合改革进程中进一步突出本科教育在育人过程中基础性、全局性

的地位。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 0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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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英国《自然》杂志选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 

《自然》杂志 21日凌晨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科学之星》（《Science stars 

of China》）的新闻特写文章，介绍了该杂志选出的 10位中国科学之星，其中

4位来自中国高校的学者在列。这 4 位中国科学之星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叶

玉如，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崔维成，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家颜宁，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陆朝阳。这 10位中国科学家由《自然》的记者和编辑选出。《自然》杂

志称，他们“在从神经科学和中微子到空间科学和结构生物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影

响，也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科学领域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 2016 年 6 月 22 日《中国教育报》） 

【国外高等教育动态】 

英国透过增设联合学位课程来培育博士人才 

授予联合博士课程（Joint PhD）无疑已经是高等教育培育未来博士人才的重

要趋势。近年来，英国高等教育机构陆续与其它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签订课程

及学位合作条约，推出了联合博士课程。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与澳洲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共同推出 Priestley PhD 

Fellowship 计划，将资助二十位电机领域的博士生至双边大学修习课程进行研究，

同时也鼓励双边机构学术人员的交流、以及研究资源的互通。在高等教育机构的

层面上，跨国的联合博士课程，能让双边学者有更多机会交流，甚至开创合作研

究计划，让两校的学术人员也能因此受惠，整体学术环境也能有所提升。 

（摘编自台湾教育研究院电子信息报第 102 期） 

德国高校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智能生产 

德国联邦教研部于今年在斯图加特大学设立了首个“中小企业工业 4.0 测试

环境-I4KMU”国家级联络协调处，旨在增进产研结合，促进科学与经济进步。

斯图加特大学工业制造与工厂营运研究所负责该国家级联络协调处的日常运行，

承担“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工业 4.0”的陪伴性研究工作，同时还能帮助企业把其

初步想法与国内研究机构提供的“工业 4.0 测试环境”实现最佳对接，并协助企

业申请政府资助。联邦教研部在《高技术战略》框架内为联络协调处项目提供

20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项目期限设定为三年。 

（摘编自 2016 年德国教育动态信息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