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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人才培养质量是关

系学校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深

入推进，大学教育教学面临的环境急剧变化，人才培

养的核心要求转向德才兼备、全面发展，高校迫切需

要转变培养理念、目标、模式、方法，构建起适应时代

的一流教育教学体系。
一、全人教育与质量建设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

战略主题

（一）当代高等教育发展新思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正

在加速汇聚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机器革命

向纵深推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社会深刻转型。
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正孕育着革命性的转变，世界

各国纷纷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

深刻反思。 全人教育、终身教育的理念逐渐成为引领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潮。
1. 全人教育。 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

的全人教育思潮一经兴起，就迅速发展成为一场世界

性的教育改革运动。全人教育反对将工具性目的凌驾

于个人发展目的之上， 倡导充分发掘学生的潜能，使

人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

等方面都得到发展。

全人教育的理念下，高等教育的各个要素与环节

都将发生重大转变。 在教育理念方面，更加重视学生

的全员化和整体性发展，强调树立多元化、多样性的

质量观。在培养目标方面，更加推崇国际化技能培养，
特别是学生全球视野的拓展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深度

融合。 在培养模式方面，局限于特定学科专业的人才

培养模式被打破，通专融合的教育特色日益彰显。 在

教学方法方面，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强烈地冲击着传统

的教育教学方式，开放式、个性化学习备受肯定，大规

模开放的网络课程（MOOC）、学习分析技术等推动高

等教育模式发生深刻变革。 在教育评价方面，更加注

重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性评价，评价标准从单一向综合

转变，要求更加全面、多维地评价教师和学生，改进课

堂教学评价成为评价方式改革的重点。
2. 终身教育。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终身教育

思潮一直是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终身教育理念

打破 “人一生中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正规学校教育”
的传统观念， 认为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生命始终，通

过全时空覆盖的教育活动，促进人多方面的终身发展

和人格完善。
终身教育理念下的教育， 从相对集中于一个时

段、有限空间、以学龄期为主的活动，转变为了覆盖每

努力构建以立德树人、
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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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需要主动适应全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思潮，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完善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进一步树立全人教育的培养目标，促

进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人格塑造有机结合。进一步创新全员育人的培养模式，推动通

识教育、专业教育、交叉培养、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构建全过程的教育生态圈，加强课程教

学、校内实践、社会实践、国际交流 4 个课堂的协同培养。进一步打造全方位的教学新体验，深化

课堂教育、慕课教学、移动学习、网络平台创新互动。充分调动人和组织的积极性，深化教育教学

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一流的本科教育、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与特色的继续教育建设，从而持续提升

人才培养的能力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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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人生全时空的活动。终身教育的目标在于使

人养成学习的习惯，获得继续学习所需的能力，以适

应个人在各个方面、各种范围的需要并且能够应对各

种新的挑战［1］。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

2030 行动框架》，认为受教育权自出生那一刻起贯穿

人的一生，提出了“以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为总体目标［2］。

（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动向

伴随着科技创新带来的时代巨变，人才资源日益

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争夺对象。今天的人才

质量将转变为明天的综合国力， 特别是国家的创新

力、竞争力。因此，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极大

关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与各类大学纷纷出台改革

举措，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出高等

教育学习成果评价项目（AHELO），把人才培养质量

作为高校教育评估的核心内容，通过对毕业生的学习

成果进行评估来判断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以此指导高

校改进教学［3］。 英国教育部于 2016 年发布名为《知识

经济体的成功———教学卓越、 社会流动及学生选择》
的高等教育白皮书，提出教学卓越框架（TEF），强调

以学生为核心提升教学质量，把大学的经费与教学质

量挂钩。 《华盛顿协议》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

续改进”的核心理念，开展国际实质等效专业认证，推

动工程教育改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联盟等也将质量作为核心，致力于推动高等

教育教学质量的改进。
面对高等教育变革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顶尖大

学也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创新， 斯坦福大学于 2012 年

发布《斯坦福大学本科生教育研究》报告，提出通过革

新通识教育模式、整合学习经历、拓展学生自由度，培

养具备广博知识、基本能力、多元文化认同感、社会责

任感以及适应性学习能力的卓越人才［4］。 2014 年，斯

坦 福 大 学 提 出 了 极 具 前 瞻 性 与 创 造 性 的 《斯 坦 福

2025 计划》，从开环教育、自适应教育、轴翻转、目的

性学习 4 个方面设想未来的教育， 提升学习体验，对

未来的教育变革进行持续性探索。其中的开环教育计

划将本科学制从 4 年改为 6 年， 学生录取年龄不限，
没有规定的毕业时间和限定的专业，学生也不需要一

直在学校里接受课堂教育，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进入

社会工作或者回校学习［5］。 为此，斯坦福大学将打破

传统的课程与学生结构， 创新录取方式和教学模式，
建立基于能力的学习平台， 打造带有使命的学习目

标，从而构建更具活力的教育和学习环境。

（三）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新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

业，对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

“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2018 年 5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明确提出教育的根

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提出了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

质教师队伍和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三项基础性

工作要求。
全国教育大会进一步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

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求高校努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全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形成高水平人才

培养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的核心任务。 2018 年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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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升本科教育质量

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目前，“双一流”建设进入了关键阶段，以质量为

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已成为高水平大学改革发展的共

同选择。 国内各高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均在

积极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更加注重学生的自由选择度

和多样化成长，更加强调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价值

塑造的并重， 更加鼓励授课方式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更加关注人才培养与学校办学特色的紧密结合。

二、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导向审视当前的人

才培养体系

着眼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高

校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以更新的理念，用更宽的视野，
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

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成效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阶段。 2017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

等学校 2631 所， 培养了本专科毕业生 735.83 万人，
毕业研究生 57.8 万人。 2017 年全国高校在学总人数

3779 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5.7%， 而 1978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228 万和 2.7%， 四十年间增长

了近 16 倍［6］。 在规模增长的同时，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也在逐步提升。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2016 年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我国高校

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人才培养质量显著增

强，特色发展势头强劲，校内外联合培养和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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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见成效，学生与社会用人单位对高等院校的满意度

较高［7］。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全国各地各类高校向各

行各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与智慧支撑。
然而，对照国家的需求、人民的期待和世界高等

教育发展趋势，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与质量还存在

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5 个方面。 一是教育认知有待

提高，部分高校尚未牢固树立育人的中心地位，重视

教育教学的内在动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二是通识教

育、专业培养模式还不够完善，研究生科学学位与专

业学位的分类培养机制仍需健全。三是教学方法有待

改进，互动式、讨论式教学有待进一步推广，研究性、
探究式学习缺乏引导，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 四

是责任体系有待重塑，高校、院系、学科、部门在人才

培养方面的权责不够清晰，院系作为基层办学主体的

地位仍需进一步强化。 五是质量保障有待增强，覆盖

培养全过程的质量跟踪体系尚未形成，基于学习效果

的课程质量“反馈-改进”机制尚未建立，多维度的评

教和评学标准还需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影响了学生

的全面发展，阻碍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再审视

全国教育大会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德修养、
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

新时代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要求引

导学生具备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

习、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的素养，激发学生好奇心、想

象力和创新思维，树立学生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

业精神，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报国之志［8］。
可见，高校要培养的绝不是仅仅拥有一技之长的

专业人才，而是具备卓越综合素质、全面发展能力的

未来社会创新者和领导者。他们或是引领前沿的学术

大师，或是治国兴邦的政治精英，或是创造财富的商

界巨子，或是弘扬风尚的思想巨擘，但无一例外的是，
大学教育给予他们的知识和技能造就了卓越的综合

素质。
因此，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应从知识、能力、素质

俱佳的阶段，迈向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并重的阶段，
需要更加强调国际视野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更加强调

能力、素质与人格塑造的结合。 尤其面向全球化和知

识经济时代的精英人才需求，要进一步突出能力和素

质提升， 更加强调批判包容思想与解决综合问题能

力，更加强调全球合作思维与跨界领导能力，更加强

调主动开创精神与灵活应变能力， 更加强调好奇心、
想象力与信息评估能力，以及更加突出思想品德和人

格魅力塑造，这些也体现了全人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三）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再优化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人才培

养体系和相关的配套政策，使德育扬善、智育启真、体

育健身、美育塑心、劳育立行相互促进，推动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协调发展。 从这个角度讲，人才培养体系

的优化就是要全面推进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路

径、培养方式的整合与协同，推动各种办学优势向人

才培养体系集聚转化。 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 4 个方

向有效突破。
1. 促进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人格塑

造有机结合，树立全人教育的培养目标。 高校应围绕

全人教育的定位，强化整合性举措，着力培养具备宽

厚基础、卓越能力、全面素质和健全人格的“时代高

才”。 重构人才遴选的标准和方法，提高招生的质量，
选拔符合高校精神气质和能力素质要求的优秀人才，
更加强调能力与素质，将人格塑造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推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交叉培养、思政教

育深度融合，创新全员育人的培养模式。 高校不仅要

强调系统扎实的专业教育，而且要强调通识教育的功

能。这种深度融合，主要体现在：一是推动专业基础课

程与通识核心课程的结合， 奠定学生宽厚的知识基

础；二是推动专业培养与跨专业培养的衔接，培养学

生独特的能力结构；三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

育的融合，造就学生良好的素质和人格魅力。
3. 加强课程教学、校内实践、社会实践、国际交

流 4 个课堂的协同培养，构建全过程的教育生态圈。4
个课堂协同培养推动了开放创新、科教协同、跨界融

合，整合了课内外、校内外和海内外的教育资源，彰显

着紧密和谐的师生关系、导学关系，形成了特色生态

体系。通过 4 个课堂的融通，学生系统学习各类知识，
获得课题研究、实践创造、团队合作、国际化等多方面

能力的提升；教师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创建协同育

人的多种培养环境；师生互动并共同实施教学和实践

活动，有利于构建富有活力的教育系统。
4. 深化课堂教育、慕课教学、移动学习、网络平

台创新互动，打造全方位的教学新体验。 现代信息网

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教育教学模式的不断创

新。高校应构建移动学习、虚拟学习的平台和环境，推

动多种教育学习方式的汇聚融合，打造线上线下学习

交互空间。 进一步实现教育教学资源的充分共享，引

领学习 2.0 模式下的教学方法创新，推动教学从知识

为主转向能力为主，为自主性学习、交叉性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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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习创造更好条件。
三、围绕人才培养三条主线，深化培养体制机制

改革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牢牢把握人才培养全过

程的关键环节，紧紧围绕本科生教育、研究生培养和

继续教育这三条主线，聚焦育人体系的优化和教育模

式的创新，深化培养体制机制改革。
（一）建设一流的本科教育

实践证明，本科教育是高校成就和保持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所在，重视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

行动，也是时代赋予大学的光荣使命。 我国高校要建

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首要的工作是坚持以本为

本，构建一流的本科教育。
1. 促进联动协同， 提升一流学科对一流专业的

引领性。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学科建设与专业建

设是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一是发

挥学科建设对专业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控制专业总

量，优化现有专业，推动学科内的专业整合发展，鼓励

同专业学生差异化发展。二是发挥学科建设对专业调

整的方向引领功能。高校应结合学科评估等情况探索

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布局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等战略新兴专业、交叉复合专业，积极设置前

沿和紧缺本科专业。三是发挥学科建设对专业教学的

资源集聚优势。及时将学科建设的优势转化为课程提

质、教师赋能、教材升级、教法改进的有效资源，以学

科的交叉汇聚推动“通”“专”“跨”的培养模式，以全球

一流学科伙伴的合作推动国际化交流学习方式，让学

科育人蔚然成风。
2. 完善育人体系， 提升本科教育教学与人才培

养要求的适应性。高水平大学需要从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出发，系统优化育人体系，整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是生源质量要 “优”。 高校应树立全面的招生质量

观，将办学优势转化为招生优势，进一步完善招生工

作体系和队伍。对接新高考改革，优化各类招生计划，
做好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有效衔接，以更加有力的

宣 传 等 举 措 吸 引 更 多 优 质 生 源。 二 是 培 养 模 式 要

“新”。 高校应进一步加强学院协同，优化本科教育管

理模式，建设一流学生社区。 强化体育、艺术教育，突

出养成教育和生活德育，深化“双创”教育。 注重多元

融合和个性化培养结合， 不断强化分类别拔尖培养、
跨专业交叉学习等形式。 三是课程建设要“精”。 高校

应充分保障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基本载体地位，突出

质量核心，完善课程内容、运行、学习过程管理、考核

等标准，建立健全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等制度，重构高

质量通识课程，推进课程提质计划。 四是生涯指导要

“好”。围绕海外升学深造、国家重点单位就业、国际组

织实习任职、 中央部委和各省市选调生等重点方面，
高校应加强学生就业、深造等领域的资源整合和部门

联动，进一步做好服务，分行业、分地区推进前瞻布

局、前移指导、前置对接，做好后续追踪、关怀和支持。
3. 强化环境支撑， 提升资源配置对人才培养的

保障性。一流的本科教育离不开多元化的支撑保障条

件。 高水平大学需要从创新学习空间、改进质量体系

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加大对本科教育的支持力度。
一是打造新型学习空间。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进一步创新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营造泛在开放

的学习环境，使教学更加个性化、管理更加精细化、育

人更加科学化。二是完善教育教学的质量评价和控制

系统。高校应通过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以评促建、
评建结合，自觉优化教育教学的质量标准，改进“教

学-思政”两维和“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多级的本

科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健全教学督导机制，强化学科、
专业和教学工作评估，完善相应淘汰机制。 三是优化

教育教学资源配置。 高校应加大智慧教室、实验实践

教学中心等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支

持本科教育教学的政策、资源体系，逐步建立多渠道

的教育教学投入机制。
（二）打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

高水平大学开展研究生教育，追求的是全面发展

目标，培养的是创新研究能力，提供的是创新学习体

验，倡导的是创新实践过程。 研究生教育需要在学习

与研究互为一体中彰显研究精神，在学生与学者的角

色切换中培育学者品质，在受教与创新的相辅相成中

厚植创新基因。 因此，打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必须从

推进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优化科教融合培养体系、
强化研究生培养效果等关键环节着手。

1. 以提升培养质量为目的推进研究生的教育教

学改革。高校应建立适合学科发展特点的研究生教育

教学方式，聚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和质量，突出研究

生思想品德、专业素养、学业水平、科研能力、创新潜

质的全面考察评价。 一是通过改革完善招生方式。 高

校应树立分数-能力-特质并重的招生质量观， 坚持

学科主体，完善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科学公正的研究

生招生选拔机制，推进本硕博连续招生机制改革。 二

是通过改革完善培养结构。 高校应坚持顶层设计，以

一流学科布局优化研究生规模和结构，逐步扩大博士

生、专业研究生规模，打通学术硕士与博士培养阶段。
三是通过改革提高培养质量。 高校应坚持卓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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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战略联动，构建研究生培养全球创新链接平台。
2. 以提升创新能力为重点优化科教融合的培养

体系。 科教融合是一流教育、一流科研和一流人才结

合的战略选择，正是以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卓越

教育。通过科教融合可以全面对接培养环节与创新环

节，全程贯通学习过程与研究过程。 一是加强部门协

同，推进科教组织融合。 高校应打通教育与科研的组

织体系，建立支持科研融合的校内外组织架构，推行

教学、科研职能部门定期研讨研究生教育问题的联席

会议制度， 促进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领域的要素流

通。二是加强优势互补，推进科教资源融合。高校应贯

通教育与科研的资源体系，发挥学科综合交叉的生态

优势，围绕一流学科、关键技术、新兴产业的战略需

求，加快培养工程博士，面向不同类型、层次研究生优

化学科前沿课程和交叉培养课程。 三是加强平台共

享，推进科教能力融合。联动教育与科研的实践平台，
强化研究生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鼓励研究生

担任助教和开设专业发展课程；强化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优化创业生态支持系统，加快推动创客空间建设，
构建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3. 以对接重大战略需求为方向强化研究生培养

效果。 高校应紧跟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前沿，主动服务

国家、产业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加强规划引导、政

策激励和组织协调， 不断创新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

升培养成效。 一是以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拓展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校应以研究生党建工作为龙

头，构建长效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科研育

人为基础，强化导师团队立德树人的主体责任；以诚

信教育为主线， 加强研究生学风建设和科学精神培

养。 二是以牵手一流伙伴为载体，提高研究生教育的

国际化水平。高校应支持研究生联合培养、海外访学、
科研合作，鼓励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加大力度

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优秀留学博士生，加强国际师

资和全英文课程及教材建设，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培养

研究生的新模式新机制。 三是以提升交叉汇聚为特

色，推进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高校应推进文理

渗透、理工交叉、工农结合、医工融合等多形式的学科

交叉， 探索 “医药+X”“工学+X”“信息+X”“文科+X”
“农学+X”等多学科融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在招生计

划、经费保障、资源投入等方面重点保障，进一步搭建

交叉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平台。
（三）发展特色的继续教育

高校应主动适应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

设需要，按照“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和“讲规范、讲

质量、讲效益、讲声誉”的要求，整合校内外优质教育

资源，积极开展高水平的培训项目，提高高端培训项

目比重，着力提升继续教育规模和质量，形成打造特

色继续教育品牌的合力。
1. 结合办学优势推进继续教育模式创新。 高校

应围绕办学特色与优势，特别是学科优势、专业优势

与教学优势，打造高层次、高水平、高效益的继续教

育。进一步发挥院系作用，强化院系在教学管理、人员

管理、 经费管理等运行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责任，进

一步链接继续教育网络与高校校友网络，探索开环的

继续教育模式。
2. 结合服务需求推进继续教育内容创新。 高校

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地区热点，重点服务“一带一

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围绕 “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新兴热门产业建设，密切加强与

政府和企业的联系，定制高端的继续教育培训项目。
3. 结合能力提升推进继续教育品牌创新。 高校

应进一步拓展学科、人才和社会办学资源，主动争取

国家和省部级有重大影响力的高层次培训项目。应进

一步完善教育培训体系、质量标准、条件保障机制，加

强项目研发、课程设计以及现场教学基地建设，提高

开展重大国际化培训项目的能力。
四、调动人和组织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持续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

人和组织是育人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只有发

挥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持续进行系统性的教育

改革，最终建成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人才

培养体系。
（一）调动人的积极性

教育归根结底是培养“人”的事业，人才培养的过

程应是营造尊重人、关爱人、培养人、激励人的过程。
调动高校人的积极性最为主要的是充分激发学生学

习、教师教学以及两者之间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动力。
1.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大学是青年学习知

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在大学期间，学生的

第一任务就是读书学习。 要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以下关键工作： 完善培养平台，以

学生为中心推动核心课程体系的优化改造；扩大学生

学习自主权、选择权，完善“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跨

学科教育”模式；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加强学习过程评价，更好地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引导学生更加注重自身素质

的全面提升和长远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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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新信息技术， 突破传统学习方式的时空限制，更

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2. 突出教师教学的主体性。 教师是高校办学和

育人的主体，是立德树人的关键。 高校需要充分发挥

教师投身教育教学的主动意识与主体作用。 一方面，
充分激发教师的教育教学热情。高校应重塑教育教学

生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完善教学激励政策和表彰

制度，广泛开展混合式、探究式、参与式教学，多维度

考评教学规范、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改革研究等教学

实绩，让教学实绩在聘岗晋升、评奖评优、薪酬体系中

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常抓师德师风建设。高校应坚持

以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对师德失

范行为在职称职务评聘、评奖评优、岗位聘任中实行

“一票否决”，引导广大教师充当人才培养“主体”、担

当立德树人“主角”、聚焦教育教学“主责”、站好教育

事业“主场”，为一流教育教学提供强大力量。
3. 完善教与学的协同机制。 通过加强教与学的

对话互动，引导和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将学生从传统

教学的被影响者和接受者转变为新时代教学的参与

者和创造者。 推进基于互联网、慕课和大数据的教学

方法改革，实现教和学的联动协同自组织过程，通过

情感隐喻来进行对话和体验式教学。
（二）调动组织的积极性

高校教育教学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必须要调动专

业、学科、院系等组织的积极性，促进育人重心下移，
扩大基层组织的教学自主权，不断改善教育教学的支

撑条件。
1. 强化基层教学组织的自主功能。 专业、学科等

基层教学组织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单元，是人才培养的

一线堡垒。 高校应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基础上，推

动资源、权限进一步向基层教学组织流动集聚，发挥

学科专业的主动性。通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大

纲、专业教材等各关键部分的改革优化，提升教学的

质量与水平。
2. 落实院系的教育主体责任。 高校应进一步确

立院系的育人主体地位， 明确院系负责培养目标、培

养方案的规划和实施，加强对院系领导班子履行育人

职责和人才培养绩效的考核。进一步深化校院两级管

理体制改革，推动管理重心下移，进一步优化院系教

育教学的责任、权力和资源，形成学校为主导、院系为

主体的人才培养格局。
3. 提升高校保障、监督和评价能力。 高校应构建

统一领导、资源共享、开放合作的协同育人机制，强化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氛围，完善教育教学的质量

评价和控制系统，健全教学督导机制，优化学科专业

和教学工作评估，建立校院两级教育教学的质量标准

及淘汰机制。 营造重视教育的环境氛围，改善人才培

养的基础设施条件，加大教育教学资源投入，构建以

师生为本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人才培养永远是高校根本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点

工作。面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迫切需求，面对时代

变革、未来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面对知识获取、传授

方式的深刻变化，高校必须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核心目

标与根本任务，以义无反顾的决心、行之有效的举措、
强而有力的作为，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能力，为

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 加速我国 “双一流”建

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吴 朝 晖， 浙 江 大 学 校 长、 教 授， 浙 江 杭 州

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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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rvice learning is not only a creative education practice, but also an efficient way to implement
the practice and service education. It has theorical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reforming talents’
cultiviation modes and improv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pplied the survey data from
6,266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to analysis the status of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ervic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heir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ervice learning on their competence development. The study showed tha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ompetence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an they entered to universities, but they are not highly engaged in
service learn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ngagement in serveice learning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cmompetenc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universities shall explore service learning modes, and
draw successful experiences to creat service learning platfrom for the students, and futhermore shall enhance the
interact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service learning and curriculum learning. Meanwhil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hall not on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service learning, but also more actively engage in it so as to improve
their compete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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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need to adapt proactively to new trends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characterized by
whole person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os of the China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s of universitie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oriented towards
character education and all -around development. That suggests universities ought to: a) aim at educating the
whole person through a synergy of knowledge, competence, qualities and character; b) engage all stakeholders via
a deep integration of general, professional, interdisciplinary, and civic education; c) create a coherent education
ecosystem by coordinating course study, on-campus practicums, off-campus activities, and study abroad; d)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classroom education, MOOCs, mobile learning, and online
platforms; e) fully arouse the initiative of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involved, deepe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universities’ capability to offer quality education at
undergraduate, postgraduate and continuing levels.

Key words: character education; all -around development; talent cultivation; first -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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