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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2013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13JZDW004）的研究成果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围绕推进 “高等教育现代化”
这一核心议题，从理念到治理再到教学，持续四年进

行研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 2016 年的国

际论坛上，主题聚焦于“学生·教师·课堂”这三个关键

词，再次明确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育人

水平，而育人水平的提升直接取决于教师的“教”和学

生的“学”，基础在课堂教学，主阵地是课堂；一个连课

堂教学都搞不好的学校不可能是好学校。没有高质量

的课堂教学就没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也就没有高等

教育的现代化。
一、树立“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高等教育归根结底是育人伟业。教育现代化的核

心是人的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教育制

度、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全面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

必须彰显“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1. “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共同认知和发展趋势。 1998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首届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中

提出“高等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

新模式”， 倡导国际高等教育决策者把学生及学生的

需要作为关注的重点，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参

与者，并预言“以学生为中心”的新理念必将对 21 世

纪的整个世界高等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1］。 世纪之

交，美国发布了《本科教育重建———美国研究型大学

发展蓝图》，强调“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本

科教育”， 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改革。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 可持续

发展议程》，提出了包括教育发展在内的、关系人类命

运共同体未来发展的 17 项重要目标。 2015 年底，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
的理念转变》的研究报告，认为教育应当尊重生命和

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

结，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强调“教育是一项

基本人权，并且有助于实现其他各项人权”，强调“要

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将

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提出把“教育是全球

共同利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教育发展的核

心理念［2］。 在我国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

育强国的进程中，我们要进一步彰显“以学生为本，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把我们的实践融入世界高

等教育改革的洪流， 提供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
中国模式。

2. 以人为本的理念， 表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就

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它

立足于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发展和作为社会成员的

成长的全面需求上，凝聚在学生主动投入、积极探索

的学习过程中，体现为学生延续终身的学习与发展能

力的全面提升，进而转化成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

成果。
以学生为中心，要更加注重面向每个学生，在高

等教育普及化即将到来的时代，更是如此。 那种只重

视少数精英而忽视全体学生的观念和做法，已经落后

着力向课堂教学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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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代的发展。 在现代化的社会，每个学生都是平等

的，都是重要的，要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精英人才、拔尖人才对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即所谓的

“人才兴国、人才强国”。 未来的学校当然应该培养出

能够成为学术大师、业界精英的各类杰出人才，但更

多的是培养“负责任的公民”。 培养杰出人才与“负责

任的公民”并不对立，杰出人才是在“负责任的公民”
的竞争中涌现的，是在实践中成长的，这是人才成长

的规律。那种“伯乐相马”式的识才用才的传统模式必

然要让位于竞争出才、实践成才的现代模式。 这不只

是思想观念问题，更是关乎制度安排的问题。 以学生

为中心，就要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每个学生都是

不同的， 培养学生成长成才既要有社会的普遍性、共

同性要求，又要为每个学生提供获得发展自身、奉献

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与此相适应，学校也必然是多

元化的。
3. 落实“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刚性有余、柔性不足”
的弊端，最重要的有两条：其一，把关注学生学习、促

进学生发展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核心，作为学校一切

顶层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尊重学生的发展

选择权，调动学生的发展主动性，让学生在多样化的

选择中发现潜能、发展特长、培育创造性。要遵循教育

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关爱每个学生，为每个学

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而又有个性的发

展。在教学过程中要实现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

中心的转变，这实质上是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评价

手段的转变。
以此反观我们的教学，特别是课堂教学，虽不乏

精彩的、学生喜爱的课程，但味同嚼蜡的“水课”也屡

见不鲜，课堂“低头族”群体日趋庞大。学生“手机依赖

症”越来越严重，有的高校实行“无手机课堂”虽能一

定程度上让“低头族”在上课时不再那么依赖手机，但

却不能保证他们抬起头来认真听课。在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知识传播方式、获取渠道发生重大改变的今天，
反躬自问我们的课堂教学方式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

改变？ 如果说有改变，那最集中的改变可能就是由照

“本”宣 科 变 为 照“屏”宣 科，用 PPT 代 替“粉 笔+黑

板”。这说明我们的教学改革实践还只是虚应故事。提

高教学质量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要求我们牢固确立

“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二、构建活泼生动上进的师生学习共同体是现代

教育的发展趋势

全面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 需要研究

“教”的改革，构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需

要研究“学”的改革，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主

动获取知识； 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技

术，创新“教”和“学”的技术手段乃至教学形态；需要

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久久为功，构建活泼生动上进

的师生学习共同体。
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是现代教育的必然趋势，也

是教学过程的本质要求。师生学习共同体要以学习为

中心任务、以课堂教学为基础，将课内与课外、线下与

线上等多种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以相互尊重、彼此信

任、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友好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达

成师生共同成长的目标。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是对传

统教学模式的扬弃与超越。
1. 高 水 平 的 教 师 队 伍 是 师 生 学 习 共 同 体 的 主

导。强调“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并不否认

教师在提高教学质量中的主导作用，而是要强调“用

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在教学场域中，教师和学

生是两大主体，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全体教师和全体

学生的共同参与，一个也不能少。 教师既是教学的设

计者，也是实践者和推动者，是影响和决定教学质量

的主导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

的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3］。
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需要政府依法行政、学校

依法办学、教师依法执教，破除束缚高校教师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活力。今年 9 月，
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

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

基、发展为本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要

求所有教师都必须承担教育教学工作，都负有关爱学

生健康成长的重要责任，要将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落

到实处；要求坚持服务国家需求和注重实际贡献作为

科研工作评价导向 ［4］。 这些既是考核工作的基本要

求，也是未来高校教师发展的方向。
3. 提高教学质量需要教师的倾心教学和敬业奉

献，但我们也要看到，教师也有自己专业发展、职业成

长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广大教师，我们要

多一份呵护与关爱， 为他们营造良好的教学工作环

境，解决后顾之忧。 只有当教师处处体会到站在三尺

讲台上有帮助、有依靠、有归属、有荣耀，他们的教学

信心、教学情感、教学责任心才能被激发和唤起，才能

转化成奉献教学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十三五”期间，
我们要牢牢抓住教师队伍特别是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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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键，把支持和扶持拔尖人才与帮助培养广大教

师结合起来，使高校教师队伍的职业能力和师德素养

有一个整体性提升，为高等教育提高水平、办出特色、
由大变强、实现现代化打下最为可靠的基础。 四川大

学自 2014 年起在全校设立“卓越教学”奖，就是让长

期从事本科教学的优秀教师的辛勤劳动得到充分肯

定与尊重，构建起专注教书育人的大环境 ［5］。 厦门大

学等不少高校建立了教师发展中心，研究和帮助教师

发展成长。 其他高校也有不少好的做法。 我们要通过

制度设计，让高校涌现出更多的好老师，让更多的好

老师奉献出更多的好课程、培育出更多的好学生！
4. 学生是学习共同体的主体。 教师不仅要潜心

研究 “怎么教”，更要重视研究学生“怎么学”“如何让

学生学得好”。 今天，高校已经全面迎来了 95 后大学

生。这一群体思想活跃、自信达观，有着强烈的学习兴

趣、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同时，作为互联网的原住

民， 信息技术已全面嵌入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

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思维方式、人际交往产生了重大

影响，这对高校传统教学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如果教

师不去研究学生的思维特点和知识建构方式的变化，
依旧教条刻板地单向度、布道般的传授知识，我们就

会彻底输掉这场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要顺势而为，这个“势”就包括当代大学

生的学情特点与学习规律。现在欧美国家一些大学特

别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关注学生的发展状况、重

视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评价，如美国的“全国

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 澳大利亚的 “课程体验调

查”和英国的“全国大学生调查”等，都把对学生学习

的重视与研究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因此，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研究当代大学生的学

习特点和认知规律， 要促使学生把学习视为第一要

务，学校要建设良好的学风，支持和奖励爱学、勤学、
善学的学生，特别要重视培养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

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

题的实践能力。近一个时期上海市高校“中国系列”思

政课走红，成为上海高校实实在在的热门课程。“治国

理政”“读懂中国”“中国道路”“法治中国”“创新中国”
等一批课程围绕当下青年学生最关心的国事，由授课

教师和学生开展“头脑风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找到

问题的答案，扩展视野、陶冶情操。“思政课程”开始向

“课程思政”模式转变，成为学生追捧的精品课程。 上

海市高校“中国系列”课程之所以受到学生的追捧，就

在于它回应了大学生的关切， 启明了大学生的心智，
采取了大学生喜爱的授课方式［6］。

只有我们每个教师都重视立德树人，都把教学视

为第一任务，把教师作为第一身份；只有每个学生都

勤于学习、热爱学习，把学习视为成长的第一需求，把

学生作为第一身份； 只有教师和学生在一个充满活

力、生动活泼、奋发上进的学习共同体中如饥似渴地

求知、孜孜不倦地探索，我们的教学改革才能成功，提

高教学质量才能从美好的愿景变为理想的现实。
三、课堂教学现代化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学校是育人的场所，其中的所有人和物以及他们

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育人的环境。近年来，很多学校抱

着创新教学形式、提高教育质量的初心，活跃校园文

化、丰富校园生活、开辟第二课堂、推进社会实践、推

动创新创业，收到了一定成效。在这方面，很多高校的

领导和教师动了不少脑筋，有不少创新，其中很多好

的做法今后应当长期坚持。 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学校

对课堂这个主阵地关注不够，对课堂教学这个主业抓

得不紧、不实、不力。 应当十分明确：教学工作是高校

的中心工作，教学活动的主阵地在课堂，课堂教学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的育人水平，这是回归常

识、回归本源的问题。 不重视课堂教学的领导是不成

熟的领导，成熟的领导应当首先向课堂教学要质量！
1. 课堂教学现代化， 首先要深化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的改革。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是教学改

革的核心，也是搞好课堂教学的基础。近年来，北京交

通大学、燕山大学等高校以工程教育的国际实质性等

效为标准、 以培养我国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
进行了持续的、 系统的探索，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被

《华盛顿协议》 成员国专家高度认可。 他们有很多经

验，其中，在教学内容的整体设计上，坚持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包括毕业五

年后可能达成的目标，以培养目标确定以能力为中心

的对应培养环节（课程、实验、实践、创新、设计、活动

等）和教学内容，从而全面修订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
教学大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设计。 北京交通大

学、燕山大学重视课程体系的系统化设计的做法也与

国际上先进的工程教育经验相吻合。 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美国大学就开始教学系统化设计改革，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联 合 其 他 几 所 著 名 高 校 研 究 开 发 的

CDIO 工程教学改革计划就是影响广泛的教学系统

化设计改革成果。这项改革的显著成果就是大学的课

程不再是一种模糊的“经验”安排，也不是学生在学校

“课程超市”上的随意“选购”。 当然，对不同科类学生

的课程构成、要求和自由度是不同的。 教学系统化设

计体现的是对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的规范性要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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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灵活性选课、灵活性学习相辅相成，实现对学生

规范性要求与灵活性选择两者的平衡。
目前，我国高校虽在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仍然滞后。 正如一些

专家分析的：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设计与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联系不紧、对应不足；课程内容严重落后于

生产实际、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现实；课程以知识

为中心，忽视能力培养，考核注重知识的记忆而不是

能力的提高；重视理论课程，忽视实践课程；通识性课

程和专业性课程缺乏整体考虑，理工科学生人文教育

偏弱，文科学生科学教育偏弱；课程设置封闭，忽视跨

学科课程和课程的社会化； 教师在开展课程教学时，
不能真正把握自己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在人才培养全

局中的地位、作用和重点要求，只是一味地追求知识

传授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不去探究如何达成完整

的人才培养目标。 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我们把教学内

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核心，使教学更好

地适应学生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2. 课堂教学现代化， 必须高度重视教学方法的

革新。对于传统教学方法的批评，已经很多；呼吁教学

方法革新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七八年前，学会时任会

长周远清就尖锐指出：“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对教学

方法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更为强烈了。 如果大家天

天讲创新、讲创新能力培养，而丝毫不去触动在人才

培养中扼杀创新能力、创新知识的教学方法，那就等

于自己骗自己。”［7］2016 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呼吁“掀起一场‘课堂革命’”。部长

的呼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教学方法改革的急切

和 无 奈 。 2016 年 10 月 ， 欧 洲 大 学 协 会 秘 书 长

LESLEY WILSON 在中欧教育政策智库论坛的 演 讲

中提出，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欧盟各国的高校

都在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这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

引人注目的方向。 现在，我国不少的高校都在推动慕

课、微课等，以期推动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一些高

校为了改进课堂教学， 开始对教室的容量和布局、桌

椅的形状和摆放、 电子设备的功能和配置等精心设

计。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以“两主五性”的理念对传

统教室的功能进行了全新的改造。“两主”是指教师主

导、学生主体，而“五性”则是指教室形态要适应教学

改革的需求，具备互动性、灵活性、多样性、先进性、舒

适性。还有一些高校也在探索类似的改革。但是，从总

体上来看，教学方法的改革收效甚微。当前，我们急需

真正“掀起一场‘课堂革命’”。 这里有三点特别重要：
一是“教有方法、教无定法”。 好的教法来自于教师对

教学内容的深刻把握和对学生的挚爱。只有教师心中

有大爱，手上有本事，才能凝练出体现因材施教理念

的好的教学方法。二是教师在前台、领导当后盾。教学

方法的改革最深厚的力量来自教师、最深刻的智慧来

自教师。 好的教学方法一定是呈现在课堂上，而不是

点缀在领导的报告里的。 学校各级领导，要以真招实

策支持一线教师搞教学、搞教改，特别要扶持青年教

师练好教学基本功。要把深化教学改革的要求真正传

导到神经末梢，使“微循环”活跃起来。 三是充分利用

先进科学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要着眼

于“育人”，在“融合”上下功夫。 教学方法的改革还要

注意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研究成果在教学中的应用。我

们真心期待着在广大一线教师中真正掀起一场“课堂

革命”！
3. 课堂教学现代化， 要把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作为着力方向。 “十三五”规

划明确提出“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加强创新

创业教育，不是要学生马上去开公司办企业，不是一

场热热闹闹的运动， 重要的是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抓

手，撬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
要以课堂教学改革为主阵地，把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落实到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中去。
4. 课堂教学现代化， 要重视课堂教学的价值导

向问题，把“育人”放在首位。 学术有自由，同时，学术

有责任；思想要解放，同时，讲课有纪律。 课堂教学是

培养人才的主阵地，是彰显国家意志和教育价值导向

的主渠道。 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和

道德底线，自觉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引领学生

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
5. 课堂教学现代化， 积极构建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质量保障体系。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创新

学生学业评价方式和教师考评机制，完善教学评估方

法与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学工作持续提高质量。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是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关涉

每一所高校，需要统筹谋划，打出“组合拳”，让所有高

校在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中都有可及性和获得感。 对

此，国家既要实施重点建设，也要带动一般，更要补齐

短板。 在当前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中，要重视办好

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并以此示范带动其他高校共同

提升教学质量。 与此同时，还要更多关照占普通高校

2/3 强的地方本科高校和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

职高专院校。它们承载着培养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数以亿计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是实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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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普及化的主要力量。这部分高校的建校时间大

都较短， 在我国 1219 所本科高校中， 建校时间不足

16 年的有近 700 所， 占近 60%，1341 所高职高专院

校基本都是在新世纪建立的，这些新建高校办学经费

比较紧张、办学经验不足、办学水平亟待提升［8］。 中西

部高校的困难更为突出。 我们要本着补齐短板、协调

发展的思路，加大扶持和支持力度，提高高等教育发

展的协调性。只有全国的每一所高校都在提高教学质

量上下真功夫，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

强国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强国之本，在于重教；教育之本，在于育人。 国外

某著名大学的一位老教师讲课非常精彩，特别受学生

欢迎，当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全体学生起立报以

持久不息的掌声，直至老师离开教室好久，掌声依旧

在持续。 学生们说，老师会在远方听到这“遥远的掌

声”。真心期待我们的课堂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响起“遥

远的掌声”，响起更多“遥远的掌声”！
（瞿振元，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会长、教授，北京 10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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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directly depends on the teachers’ “teaching” 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which
bases 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ts main position is the classroom. If there is no high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ere will be no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 set up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student-oriented,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the center”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 to make joint efforts and build a lively
and motivated learning commun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moderniz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we should make all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 accessibility and sense of obtainment in respec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 student; teacher; classroom teaching

Focus 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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