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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5 年第 63期（高教信息总 815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5 年 7 月 6 日 

 

【本期特稿】 

关于深化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几个问题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实现“向自身主体与内在逻

辑的回归”。而这一“回归”的关键之一，是深化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

系改革。为此，应着重解决好以下五个问题。 

一、统筹两个服务：服务社会发展与服务学生发展 

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发展以促进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国家发展等作为基本价

值取向与根本追求，而高等教育服务学生发展以促进学生个人的提高、发展与完

善等为基本价值取向与根本追求。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依托、互促

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但“任何社会中的教育都必然是关于人的教育，任何时候

教育对于社会的贡献以及对于环境的改善均取决于受过教育的人。归根结底高等

教育的发展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改善作为人的人’以及由受过教育的

人所组成的社会”。 

二、坚持两个尊重：尊重人才培养的共同逻辑与尊重我国的特殊国情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共同逻辑是理念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理念层面主要表

现为：一是注重“学以致知”；二是注重通识教育。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三方

面：一是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与批判精神；三是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还需要尊重具体国家的特殊国情。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

展史，那些曾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国家，都善于将人才培养的基本逻辑

与本国国情结合，所以才会有 “德国模式”“美国模式”及“苏联模式”等“百

花竞放”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前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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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归两个中心：大学以教学为中心与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和基本功能，学生和教学是大学一切活动的

中心。深化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必须明确与落实“两个中心”，

即坚持大学以教学为中心和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是大学的本质

要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是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具体化。教学是大学一切活动的

中心，是教育目标达成的基本途径。大学教学活动的本体不是社会，也不是知识，

而是学生。教学只有以学生为中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才能实现，“以人

为本、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也才能得到落实。 

四、抓住两个关键：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方式创新 

课程体系是由多种不同课程，根据特定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发展逻辑而组织起

来的一个系统整体，是大学教育活动的基础，决定着大学教育活动的质量与水平，

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通过课程教学实现的，

课程建设水平的高低及课程体系的合理性、科学性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保

证。“教学方式从整体上考量教学过程，对教学活动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内

在地规定着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水平”，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在课程

体系与教学方式的关系上，课程体系是基础、是前提，教学方式是条件、是保障，

只有二者有效衔接、互相协调，才能发挥最大的教育效应。 

五、建构三维保障：政府不越位、大学不缺位、社会不错位 

建构政府、社会、大学协同，边界清晰，运转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 需要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形成高等教育活动中政府、大学、社会“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各展其用”的格局。在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政府是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相关政策与制度的供给者，作为前端控制主体，应充分发挥制度激励、政

策引导、宏观调控等作用，管其该管，做到不越位。大学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关键行动者，作为中端责任主体，在具体的人才培养环节与培养过程等方面，应

充分发挥能动性、主体性、主导性作用，担其该担，做到不缺位。社会是高等教

育质量的最终检验与评价者，作为末端反馈与评价主体，应充分发挥过程监督、

信息反馈、决策咨询等作用，督其该督，做好末端反馈、监督、评价工作，做到

不错位。政府的前端控制、大学的中端培养及社会的末端反馈与监督形成一个有

机整体，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互联互通、环环相扣，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摘编自《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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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工程”高校动态】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换届大会暨 2015 年年会举行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换届大会暨 2015 年年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本次大

会以“薪火相承，思源致远”为主题，寓意在广大日本校友的合力建设下，日本

校友会能够进一步发展壮大，为在日校友、为母校、为祖国做出更多、更大、更

长远的贡献。大会筹委会依据《上海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章程》，形成了新一届

理事会。上海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成立于 1998 年。 

（摘编自 2015年 7月 1日上海交大新闻网） 

西安交大：“三部曲”融入国家发展大格局 

面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西安交通大学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以促

进大学的改革发展，且歌且行于学校发展的“三部曲”，迈出将大学融入国家发

展大格局的坚实步伐。一部曲是构建科技高地。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将依托陕西

省产业优势与西安交大多学科的人才和科研优势，创建西部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二部曲是打造“一带一路”学术带。在西安交大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基础上，同时首倡“丝绸之路学术带”概念框架，以协同创新中心为平台，构

建“丝绸之路学术带”；三部曲是促进“一带一路”融合发展。诚邀海内外名校

在 2015 年 5 月 22 日至 26 日的“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共同发起成立“新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围绕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智库建设四个方面，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摘编自 2015年 7月 2日中国科学报） 

【国外高等教育动态】 

德联邦政府强化尖端科研的国际化 

近日，一个由独立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认定了 11 个尖端科研创新项目，

涉及领域有生物技术、健康与医疗、光电技术、大功率电子、生物电子、飞行技

术、材料与结构以及计算机软件等。被选定的项目将各获最多 400 万欧元的资助，

用于尖端科研的国际合作。由此，德国联邦政府正式启动全球创新合作网络的建

设工作。联邦教研部长婉卡表示，德国要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就必须“促进学术界和经济界在全球范围的协作”，联邦政府的资助措施将帮助

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并共同塑造国际创新活动”。 

（摘编自 2015年第 6期《德国教育动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