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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6 年第 101期(高教信息总 967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11月 25日 

 

【本期特稿】 

高校实施完全学分制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大部分高校实行的学分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分制，各高校根据实际发

展情况，分别存在学年学分制、完全学分制、计划学分制以及复合型学分制等多

种形式。其中，学年学分制是大多数高校在教学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首选，但随着

创新型大学发展推进以及创新教育体系的构建，学年学分制已经不能很好适应人

才培养的需要，完全学分制将会成为创新型大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高等学校实施完全学分制的困难 

与学年制固定的教学计划相比，完全学分制具有灵活性、机动性以及个性化

等特点，完全学分制在我国的改革和施行，打破学年制在高校固有模式的同时，

也必然面临高校课程、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师资建设等多重挑战。 

第一、课程数量和质量均显不足 

当前在我国学年学分制的教学管理体制下，高校的课程模式相对单一，课程

数量和质量均较为匮乏。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重视必修课的建设，忽视选修课

的发展。二是课程建设缺乏开放性、创新性。学年学分制下，单一、固定的课程

“授业模式”，专业对口型人才的培养标准下，教学意味着“教室”＋“教师”

＋“学生”，即单一的课堂灌输成为主要的课程教学形式。 

第二、师资力量难以满足需求 

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的师资队伍严重制约着高校学分制的推行，也使学分制

条件下学生自主选择课程、选择教师的愿望难以实现。一是教师数量不足，二是

教师教学水平有待提高，三是教师教学理念有待更新，四是教师队伍结构不尽合

理。一方面，当前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往往成橄榄形，中坚力量较强、新鲜

血液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学疲惫的现象。另一方面，教师配置也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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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基础课及新专业的专任教师缺乏，基础课教师的学历和

职称相对低下，助教担任基础课专任教师现象时有发生。 

第三、教学管理与教学评价滞后 

当前高校在实施学分制过程中，教学管理滞后，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教学管理制度不健全。二是学生管理模式亟需转变。学年学分制度下，按照行政

班级进行管理，行政班级的固定性有利于学校统一安排和管理，而完全学分制弱

化了行政班的管理模式，取而代之的是教学班，这就使得班级人数受选课制度的

影响，自由度和灵活度增大。三是教学评价方式需要转变。学年学分制下的教学

评估具有统一性，也有统一的评价考核标准，通常有听课制、期中检查以及期末

考核构成，完全学分制下，教师的教学具有灵活性，有权利按照教学进度调整自

身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 

第四、学生自我管理自我规划能力不足 

在父母庇护下长大的大学生，独立性、自觉性不足；在应试教育训练下长大

的孩子，自我设计、自我规划的能力不足。当他们遇到学分制选课选专业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选、选哪些课程、修多少学分。 

第五、教学质量监控难以到位 

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方案，导致学生选课的不完整性甚至带有盲目性，选自

己喜欢的课程而不估计学科专业的特点；同时，由于学分制强调的是结果管理，

过程管理不自觉被淡化，更是增加了教学质量监控的难度。 

二、高等学校实施完全学分制的对策与建议 

在学分制的发展和改进的过程中，美国受本土文化和经济状况影响，根据自

身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率先完成对完全学分制度的改革，并建立了一套通用的

学分互认和转移机制。而我国在学分制度的改革过程中，要在立足于本国实际的

基础上，学习国外的先进的经验，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完全学分制。 

1.大力加强课程建设 

一是丰富课程数量。要实行完全学分制，必须要有足够的课程供学生选择。

选课制的有效实施基于质量高、数量多的课程，开设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选修课，

是学分制赖以生存的基础。二是构建合理的课程结构。学分制下的选课，选课人

数达到一定比例后才开课，不然会导致本来就不足的课程资源闲置或浪费。三是

要提高选修课比例。完全学分制下，建立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教学计划，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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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的比例，提高选修课的比例，给予学生自由选择和安排课程的权力。四是

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构建网络课程平台，将优质课程纳入学生可以修读认

定的学分范围内。 

2.提升教师队伍专业水平 

首先，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丰富的课程和高质量的课程取决于教师水平。教

师的教学水平和开课程度决定着选课制度的推行质量；其次，转变教学教育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需要成为教师开设课程和传授知识的

根本驱动力；第三，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实行完全学分制，需要合理的教师资源。

改变当前教师队伍年龄的橄榄形设置，引进新教师，为一线教学注入新鲜血液。 

3.创新教学管理制度 

(1)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帮助学生解决学业上、思想上和生活中的困惑，指

导学生合理选课、规划职业生涯等，并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学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2)实行弹性学制｡有效实施弹性学制的关键在于学校的顶层设计，把

它作为学校的管理制度要求各相关部门进行系统的思考和配合，最终把学生从大

学课程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决策者。(3)构建严密有效的质量监控体系。一要

实施学业预警制度。对于一学期未能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给予学业预警，对于

连续两学期未能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予以学业警告；二是要采取绩点制评价学

业成绩。在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以及学生综

合成绩排名中，采用课程绩点进行评比；三是实行教考分离制度。只有采取统一

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内容，才能确保考试的统一性和公平性，从而有效保证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4.构建与学分制相匹配的管理体系 

首先，建立高校内部完善的教务管理系统，通过教务管理系统使得庞大的选

课、排课、注册、学籍管理、成绩管理、毕业审核（学位审核）数据处理成为可

能。其次，聘请一支专门的网络管理队伍。高效的教务管理体系需要有一套专门

适合高校内部的管理系统，这就需要一支专业的队伍的研发和日常的维护。定时

对这批人员进行培训和知识更新，保持这支队伍的专业化、高效工作等，为学分

制改革和教务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第三，使用学分“一卡通”制度。我国高

校要逐步完善学生的管理建设，丰富“一卡通”的职能。 

(摘编自 2015年第１期《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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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等教育动态】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开启“双一流”拔尖人才计划 

复旦基础医学院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和基础医学高峰学科建设规划，

提出“双一流”拔尖人才计划。并同步出台了《人才计划白皮书》：针对卓越领

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青年梯队人才三个层次，明确行动计划、评估指标和奖

励办法。同时还将通过采用灵活推荐遴选方式和个性化综合支持方案；与世界一

流实验室进一步建立交流和合作机制；引领、凝练和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等方式，

帮助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构建人才建设的全链条机制。 

(摘编自 2016 年 11 月 17 日复旦大学新闻网) 

【国家教育战略与政策】 

财政部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促进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高等学

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过程

中，力求充分体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规律，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鲜明

的“亮点”：一是实行资金分类管理；二是建立间接成本补偿机制和绩效奖励制

度；三是明确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开支范围和标准；四是下放预算编制和调剂权

限；五是结转结余资金继续留用；六是强化项目资金保障服务。 

  (摘编自 2016 年 11 月 24 日教育部网站) 

【高等教育评估】 

QS 发布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 同济大学国内排名第九 

在最新《QS 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中,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清华大学分列前三名。第四至十名依次为：悉尼大学、剑桥大学、巴黎综合

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

学。中国有 4所大学进入全球 20强,10 所中国大学进入全球 150 强。该排名主

要通过 5项指标衡量毕业生全球就业竞争能力，包括大学的全球雇主声誉(占 30%

权重)、校友成就(20%)、企业合作(25%)、校园雇主招聘活动(15%)、毕业生就业

率(10%)。同济大学顺利进入 150强（101-150），国内排名第 9位，并在企业合

作、校园雇主招聘活动、毕业生就业率三个指标中表现突出。 

 (摘编自 QS 官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