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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教育步入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面对两个大局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展新变化以及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新格局。为此，需承载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理性选择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

牢记初心使命，做出育人新贡献。面对人才培养的未来形势和现存问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坚持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贯穿于高等教育全过程。培育大学生为人民服务，努力为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服务，认真为

国家战略和中国梦的实现服务。全面深化本科教学改革，整体推进研究生教育模式创新，优化类型结构，注重交叉融合，建

设一流学科，打造“金专”“金课”，引导教师做“大先生”，引领大学生成为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人才。

推进自主创新，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动能。面对高校科学研究新任务新诉求，下大力气促进原始创新、颠覆式创新和

核心技术创新。原始创新方面，前面没有现成的路，靠基础研究来探路；科研要赶超，得朝“上游”走，“上游”的基础研究需要

有长期稳定的支持，让研究者能够免除后顾之忧，拥有稳定的研究方向。颠覆式创新方面，开发一个新学派、创立一个新概

念、开辟一个新方向，需要各方共同提供和创造公平、自由竞争的人才环境，秉持“十年磨一剑”精神，长期沉淀和营造良好的

生态。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同步解决“怎么办”的改造世界问题和“为什么”的认识世界问题，为各个领域和行业的创新发展

持续提供原动力。抓住国家实验室建设等一系列新机遇，建设一批高质量、开放合作的基础创新基地，创新基础研究经费投

入模式，完善适应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人、财、物、信息、成果、评价等管理制度，营造自主创新氛围，激活科研人员创新意

识和活力。推动高校科学研究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激励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分享科研创新历程，在科技攻关实践中培

养锻炼人才，不断优化“双创”路径和生态，开拓自主创新和“双创”教育的共赢局面。

强化社会服务能力，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

校需运用知识和人才等综合优势，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彰显知识、技术创新的应用性价值，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坚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需求来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把科研、论文、服务做在祖国大地上。以综合评价改革为抓手，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的质与量，加大激励力度，提高主要贡献人员的奖励份额，同时把他们在成果转化方面的投入、业绩，纳入职称

评审；在成果转化方面，优化保障体系，健全组织机构建设、优化技术转移服务。建好高等教育集聚区，对接当前的京津冀一

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等高等教育战略布局，高校应积极

寻找各自的契合点，主动融入区域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在贡献中谋发展。

打造学科建设高地，形成品牌新特色。面对学科建设的新目标，高校在学科建设上宜分类施策。推动经典学科寻找新

的问题，以新形势、新需求为导向，展现经典学科发展的时代风貌。促进基础学科面向实践应用，以“产学研”合作为契机，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提升基础学科发展活力。推进传统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加强学科交叉平台建设，以传统优势

学科为中心构建学科群，形成鲜明学科特色。全力推动各学科在“主流”中错位发展，结合办学传统加强在地研究，“接地

气”办出特色。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平衡好内部建设与外部服务的关系、自我造血与外部支持的关系、聚焦自建与嫁接共享

的关系、学界认同与社会认可的关系、特色化和精准化的关系。

探索线上线下融合，优化共享新模式。探索教育教学标准化和个性化的统一，线上教育给我们提供一种无差异、一视同

仁、平等对待的教育教学可能性，同时需进一步拓展教育的定制化、可视化、交互化、智能化的潜力。做到效能和监管的统

一，线上教育、线上会议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强的动能，能让我们节省通勤、节省成本，同时线上教育可能会出现头像造假、失

真替代等情况，全方位的监管必须要跟上。实现线上教育国际化拓展与潜在性升值的统一，线上教育给高等教育插上翅膀，

让一些教育平台开拓开放为一种全球平台；同时未来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消除数字鸿沟，获得更大的数字红利。具体

来看，吸纳教育专家、课程专家、技术专家等组建新型团队，利用线上线下优势互补方式，突破单一教学方式的限制；动态跟

踪调研教情学情，广泛参考各类主体的意见，深度关注学生需求，利用融合优势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关注教育评

价，发挥未来技术优势，推动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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