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新工科建设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党支部书记、司长 吴岩

学习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教育改革

发展的首要任务。学深悟透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做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把握住六个新：一是新判断，高等教育

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二是新表述，把“劳”写入党的教育方针，用六个“下功

夫”明晰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点。三是新要求，教育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

伟大事业，好老师要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格局，好的书记校长要有视办好学校为天大事业的使命感。四是新措施，

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我国教

育的世界影响力。五是新加强，教育部门干部要钻研教育，认真学习教育基本理论，努力成为教育管理的行家里手。

六是新应对，面对办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双重压力”，培养亿万有素质的普通劳动者、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和高素

质劳动者的“双重任务”，高等教育要担当起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创新的重镇、人文精神的高地，充分发挥引领

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抓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把握立德

树人的成效这一根本标准，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高教司将按照“五学五干十落实”的工作方案，对照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主要

矛盾、奋斗目标、阶段任务和国际坐标，“画好施工图”“造好样板房”“把好主航向”“打好攻坚战”“建好战

斗队”；通过“十落实”把工作措施落到地，下半年将重点做好 10 项工作：一是全面治理整顿本科教育秩序，二

是组建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三是评选第八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四是办好第四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五是开好应用型本科高校工作推进大会，六是开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计划升级版工作推进会，七是举办中国慕课大会，八是开好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28 次全体会议，九

是启动专业质量三级认证工作，十是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工作。在“十落实”中加大力度、

保持热度、把握难度、务求效度，努力形成大影响、大手笔、大动作，明年实现全面深入、全面开花、全面见效。

特别是三件重点工作我们将集中力量、精准发力。

一是抓关键一招，抓实抓好“振兴本科”的各项举措，让本科教育严起来、实起来、强起来。抓住本科教育中

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全面整顿教育秩序，形成振兴本科教育的压倒性态势。围绕一流专业建设，启动实施“六

卓越一拔尖计划”2.0，推动实现新工科到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全面拓展。探索建立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的基本制度。按照陈宝生同志提出的“道术、学术、技术、艺术、仁术”要求，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和能力建

设，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的师资队伍。

二是抓创新一招，办好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探索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方案。我们将精心组

织，努力办一届全球双创盛会，引领带动创新创业教育再上新台阶，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新探索，服务国

家搭建新平台，为世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贡献新方案。

三是抓战略一招，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构建学言学语。我们将汇聚高等教育战线四路

大军，认真组织好“高等教育智库联盟”，加强高等教育战略思想、发展理念、重大政策、标准方法技术的系统研究，

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第一方阵。

一流本科教育的“川大模式”

智慧教学：“探究式-小班化”激发学习兴趣

将 MR（混合现实）技术引入教学，将课程内容以游戏的方式呈现，上千名同学 7 天时间在线比做题，把微观难

以想象的院子、分子、轨道等“活生生”搬入课堂...这些都是四川大学化工学院一群青年教师们的生动教学实践。他

们时常聚在一起，研究如何利用新技术，探索竞技教学、混合现实等方式，让学生喜欢上化学公共课这门相对枯燥难

学的课程。

川大教师的无人机“点名”视频一度火爆社交网络平台。计算机学院教授魏骁勇结合课程内容，和学生一起讨论

改装无人机来识别人脸、捕捉学生表情。“我上课其实不点名。”“无人机点名”正他是课堂教学和科研的一部分。

“我们投入 2 亿多元全面推进‘教室革命’，打造智慧教室 400 多间。”李言荣介绍，自 2010 年起，四川大学

率先开展以“启发式讲授、互动式交流、探究式讨论”为特征的“探究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此外，还切实推

进全过程学业评价-非标准答案考试，实行开放式命题，加大过程考核比重。背书得高分、考前突击等现象逐渐成为

“过眼云烟”。

福建师大：开设本科生个性化培养周

福建师大校长王长平是开设本科学生个性化培养周的倡议者。“个性化培养周是学校深

化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推动本科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建设学术、科技、

文化、艺术之周，切实打破学院壁垒、学科壁垒，为学生打造多元化成才道路。”王长平说。

日前，学校以“‘卓’领新时代、‘智’引新未来、‘创’享新生活”为主题举办第二

届本科学生个性化培养周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开展个性化教育活动 603 场次，

吸引了全校近 12 万人次本科生参与其中，近一半学生实现跨学院、跨专业选课，着力培养

专业见长与融合见长“两翼齐飞”的人才。

奋力开辟中国高等教育新境界

编者按
6月 21 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5月 2 日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 月 10 日，全国教育大会隆重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成为指导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和
根本遵循。各高校积极开展学习贯彻和落实大会精神的行动，召开研讨会、设立宣传网站、出台推进
方案，持续探索本科教育的根本问题。本期收集了部分高校多年来的特色发展举措予以呈现，共同探
讨，以期为学校发展服务。

双创升级：让学生创业创新内外于心

无人超市、空天飞行器创意设计与体验中心、舞蹈工作坊、匹兹堡学院…四川大学“i

创街”内一个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创新实验室和创业公司，让人目不暇接。李言荣介绍，四川

大学投入 2 亿多元打造学生“i 创街”，自项目实施以来，共组建 12 个交叉创新的“智造梦

工厂”，4 个新工科创新实验室，入驻 34 家学生自主经营管理的创业公司。

学校鼓励学生进实验室、进课题、进科研团队，每年投入 1500 万元设立学生“异想天

开基金”“自主研究项目基金”，让学生人人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科研训练

计划”“异想天开计划”，将“双创”教育改革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