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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受阻。大学本科教学改革关键是要通过学校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给予院系更多教学改革自主权，并通

过教师评价制度改革， 寻求研究与教学的动力平衡。
综合来看，政府推动模式、高校（院系）自主模式、市场

竞争模式都不够全面， 较为合理的选择是建立高校、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同机制，并通过体制改革调动基

层院系和教师教学改革的积极性，致力于营造以学生

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质量文化。

刘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研究员）

中国石油大学始终坚持人才培养是第一要务，本

科教育是基础和核心。 当前，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

务，学校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结合 60
多年办学历史，提出了“三三三”本科教育培养体系。
第一个“三”是办学定位的“三型”，即精英型教育、特

色型教育、研究型教育。第二个“三”是培养目标的“三

化”，即大学生全面化成长、个性化成长、最大化成长。
第三个“三”是教学方式的“三性”，即教师是学习性教

学、学生是研究性学习、师生之间是开放性交流。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

但是每一所高校所起的作用、 所承担的角色并不相

同。 如果说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更多的是千校一面，趋

向相同的话，现在就要分层定位，找准各自的办学目

标。精英型本科教育是学校作为全国重点大学的自然

选择。特色型本科教育，是具有 62 年办学历史的基本

条件。 没有特色就没有质量。 学校要依据自身的文化

积淀、学术传统、学科优势以及面向行业特点，不断凝

练特色，巩固特色，发展特色。 研究型本科教育，这是

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有人认

为，本科教育只要基础扎实就可以了，研究生阶段再

注重创新。殊不知，人才成长的规律不同于树木嫁接，
不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设计进行的。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很好，但是能力不强，即所谓

的“高分低能”。我们反思，从教师到学校到主管部门，
大家都关注考试分数，只要成绩好一切就好。教学中，
教师复制教材，学生复制教师讲的内容，考试是综合

复制，最后只能形成高分低能的结果。 现在我们提出

研究型本科教育，就是要克服过去固有的弊端。
从现实来看， 我国非常缺乏优秀的创新型人才。

社会和教育界普遍认为，高校在培养最优秀的人才方

面做得不够。 这与我们的教育习惯、传统理念有很大

关系。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让一个学生掉队，这

是对的，但是不全面。正确的教育理念应该是，既不让

一个学生掉队， 也要让 “最优秀的学生跑在高速路

上”，这两者都要做好，才是教育价值的充分体现。
怎么让优秀的学生跑在高速路上，这是我们目前

要思考的问题。现在大学是实行补短教育还是扬长教

育？教育不像做工业，机器中有一个零件质量不过关，
就会影响整个机器的运转，但是人不一样，人有短处，
不会成为废品，只要他有长处，就能成才。有的学生英

语不好，大学这几年都在补英语，数学不好就拼命补

数学，补的结果是，短处没补上，长处没发展，其实是

一种典型的补短教育。大学，应该实行扬长教育，提供

更多的模块供学生选择，学生可以选择能发挥特长的

模块，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通道。
以“三型”“三化”“三性”组成的“三三三”本科教

育培养体系，是从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和教学方式三

个维度建立起来的完整结构，既蕴含了我们的办学思

想和教育理念，又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工作目标，三个

内容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构成本科教育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做好了，关键是如何推进，如果仅停留

在理念的层面，就没有实际意义。 中国高等教育很多

理念并不落后，但是落地就非常有问题。 好的理念不

能落地，很多的改革就成为水中花、镜中月，好看但解

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们从 8 个方面来推进“三三三”工

作：①全面实施新版本科培养方案，优化人才培养顶

层设计。②实施多元化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三

化”培养目标。 ③推进“四大”模式改革，有效落实“三

性”教学方式。④构建教师教学发展体系，促进教师成

为教学改革的主导和实施者。学校制订并实施了青年

教师教学素养提升计划、青年教师卓越教学能力培养

计划和中青年教师教学发展专题研修计划。⑤搭建多

元化的实践锻炼平台， 加强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 ⑥多种途径加强招生宣传，为实施精英型教育提

供优质生源。 ⑦构建大学生学业引导与支持计划，促

进学生发展，分为学业引导体系、学业评价体系和学

业支持体系。 ⑧实行三个转变，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

体系。 从定性评价为主转向以定量评价为主，由自我

评价为主转向以外界评价为主，以目标评价为主转向

以过程评价为主。

构建“三三三”本科教育培养体系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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