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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教育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培养都是“严进宽

出”的模式，对于学生的管理程度和学业负担都明显下降，导

致那些曾夜以继日、奋笔疾书进入大学的学生们压力骤减，同

时离开了父母的严密监管，再加上外界环境充满诱惑，自律性

差的学生很难沉下心来学习，缺乏求知的渴望，而大学的考试

难度相对来说偏低，很多学生一学期玩三个月学一个月也能达到

及格要求，望因此部分学生产生了“混大学”的想法和做法；

再加上大学老师处于科研和教学难以平衡的矛盾中，有的一线教

师重科研轻教学，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评职称、做项目、评荣誉

上，教学课件不更新，对于课堂教学放松、对学生考试放水，

教学质量不能保证。同时，部分高等学校还存的懒散懈怠之

风，对学生的培养存在制度的缺失，松、软的人才培养模式助

长了“混大学”的现象，使得本科教育质量堪忧。

2 0 1 7 年，人民日报发表《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

天理难容！》的文章备受关注，被大量转发，看似哗众取宠、

制造噱头的标题，却直击痛点,让人深思。平时逃课，作业抄

袭，考试缩印小炒、不划重点就不会考试，基本的办公软件和

沟通交流能力都欠缺。大学课堂里成批低头族，宿舍成了网

吧：追偶像剧、看直播、刷抖音、集体开黑，毕业找工作还

需老师一遍一遍催促，佛系价值观兴起，大学生实践课懒动

手，学理论知识又不肯动脑，贪图享乐安逸。

2018年11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则《大四学生作弊被开除，

把学校告了！》的新闻，据报道，在考场上监考老师在监考的过

程中发现了某同学有作弊行为，于是监考老师口头警告，也加强

了监管；该同学不仅不听劝告还对监考老师谩骂、威胁，不服学

校的开除学籍处分，与学校对簿公堂。无独有偶，40名来自河北

体育学院的学生，因为没有按照校规参加相应的教学活动，被学

校退学，有的学生不满学校的处理结果将校方告上法庭。

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现在的高等教育质

量，反思现在的大学生。

2  本科教育质量提升的必要性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和本。2018 年，习总书记在北京

大学考察时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

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然后，

目前很多高校的招生数量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同时大学生的各方

面素质与以往的学生相比有所下降，导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难以

满足岗位要求，职位和能力不匹配，人才供需的矛盾越发明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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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以，本科教育应该紧紧围绕着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来开展，要培养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的人才。

2018年6月，教育部陈宝生部长表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

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提出“要给大学生有效增负”的

思想，以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

志趣[2]。2019 年 9 月出台的《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也指出要让教师强起来、管

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改革。

我国一直都很重视教育，提倡“科教兴邦”。以前由于生

活水平的限制，我国国民文化程度总体不高，随着国家经济的

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而且大学生数量

也在突飞猛进，教育理念也在改变。近年来，随着教育部明确

地对本科的教育质量提出要求，各地各高校也相应的采取了一些

提升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措施，纷纷改革、转型。时代

已经改变，校园也已经不再是温室，因此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迫

在眉睫。

3  本科教育质量提升的有效形式

高等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单

方面就可以解决。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是教育质量提

升的四大主体，管理者的明智决策、教师的务实教学、学生的

主动求知、家长的正确理念形成良好长效的机制，点、线、面

全面结合，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形成完善的质量闭环。

3.1学校方面

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发展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职责，是

人才的摇篮。学校要重新审视办学理念和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学校要完善基础设施的建立，特别是教

学设施，尤其是以理工为主的大学——实验室、实习场地应满足

教学需要。

众所周知，人才资源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师资也是提升教

育质量的关键。很多学校在招聘教师时没有健全的人才引进机

制，教师队伍里也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教师的水平参差不

齐，甚至有很多不符合招聘条件的“关系户”进入高校，破

坏招聘的公平性，因此必须严格把关，切实落实制定的相关制

度，提高招聘的门槛。除此之外，要健全对教师的培养和考核

制度。学校要重点培养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通过注课、培

训、“老带新”、比赛等方式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水平，为教

师的晋升提供平台和帮助。同时也要将对教师的考核贯穿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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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要杜绝教师“混日子”的现象。考核制度也要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实行多元化考核，比如教学业绩、科研能力、学

生满意度等，严禁形式主义。 提起大学课程，很多学生会用

“多”、“杂”、“水”等字眼。确实，有的学校一学期十几门课程从

大一到大四，课程设置不合理，有的学文史的学生还要学习理工

的课程，参加理工类的实习，还有学生反映有的课程只是为了增

加课程学分、完成任务。2018年8月，教育部在《关于狠抓新时

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中提出，高

等院校要建设高质量的“金课”，拒绝“水课”，合理提升学业挑

战度、拓展课程深度[3]。课程设置要加大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的

比重，增加理论的同时也真正落实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让实

践与理论结合起来。人才培养方案也要优化更新，建议对每一届

毕业生进行座谈会，听听学生的大学课程的建议，从而优化公共

基础课、选修课、专业课的比例构成，提升课程建设的系统性和

前瞻性。同时加强课程的考核制度，严肃考风考纪。考核也不一

味地以闭卷考试为主，可以采取课程论文、答辩、开放式答题等

相结合，真正做到“严进严出”，重视过程评价。

3.2教师方面

老师是教育的实施者，要不忘教书育人的初心，要坚持不

断学习，关注知识领域的动态，多参加培训，有条件的去进

修，全面提升能力，给学生一碗水的同时自己要有一桶水。教

师既要严格要求自己，更要严格管理学生：对于学生在课堂上

睡觉、玩手机现象要进行提醒、制止，对于作业抄袭的学生要

有批评，对于学生作弊行为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起到监管的

作用。特别是监考，如果没有考风考纪就没有了学风，考试也

没有了意义。所以教师在监考时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不要怕

麻烦、怕事，不能让学生养成作弊的陋习，这需要每一个教师

都付出努力。

作为教师，教学活动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任

务，重新塑造“以学为中心”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做学习的

主人。特别是在大学，课堂大班教学较多，一堂大课学生人数

上百，这时更要求老师要走下讲台，走进学生中间，不能一直

站在讲台自说自话，单纯地完成自己的教学课时要求。

在人们的观念里只有小学生才需要被老师关注、夸奖，其

实不然，没有人会拒绝赞扬和关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和人生

观形成的关键，老师有责任培养和维护大学生的自信心。总有

这种现象，受到老师关注和表扬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对该

门课程有更大的学习劲头。所以，高校教师不妨试试对于学生

的表现给予正面评价，对于学生的提问要及时回应，与学生建

议密切联系，然后看看效果如何。

3.3学生方面

翻开历史轴卷，看百年前的大学生，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寻

求出路，最终成就少年强则国强的风华绝代人物。现在人们都

生活在和平稳定，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时代。时代

在变，但精神不能变。大学生要能吃苦，吃的了苦，不怕吃

苦，意志坚定，不要忘记读大学的初衷，切莫安于现状不求作

为，温水煮青蛙，贪图享乐。

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这也是作为学生的责任，要有责

任心，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在求学的过程中要有求知若渴的态

度，积极进取的精神。立身百行，以学为基，事有所成，必

是学有所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学习的不

同阶段需不断的反省自身，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评估自己的

水平能力、看看自己的成绩、明确自己的问题、找出差距，树

立奋斗目标，多动脑、善于动手，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必须理性。现在电

子产品较多，每个学生肯定有手机，有的还不止一个，大部分也

有电脑，有的还有平板。同时现在游戏比较多，电视剧、娱乐等

都能占据学生的实践，这就要求大学生要有坚定的自控能力，能

面对诱惑，对这种增益与危险并存的双刃剑有理性的认识。

总而言之，大学生要有使命和担当，掌握知识、学习技能、锻

炼身体、形成能力，不愧于人、不愧于心。

3.4家长方面

在高等教育时，我们往往忽视了家庭教育。而不少家长也

有“孩子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高考”这种思想，所以当孩子进

入大学后，这些家长几乎对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不闻不问，认为

只要给足生活费就可以了。老师电话打到家里了，也以“不在

孩子身边”、“家离得远”、“管不住”来搪塞，最后还不

忘说要老师帮忙管理，这种就是明显的不负责任。

学生的行为习惯、生活作息决定其成绩情况，据了解一般

学生在家的行为会延续到学校，所以家长在家时要规范孩子的行

为习惯，特别是作息时间。一个家庭一般两个父母，管理一个

孩子，相对来说轻松很多。而学校教育也不是万能的，高校教

师也不是只管理一个学生，家长有义务和责任配合老师、学校

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平时多打打电话，询问孩子成绩，设立

警戒线，让学生自由飞翔的时候，拉拉手中的线。同时家长要

了解大学的培养模式，拿毕业证、学位证的要求，降级、退

学、延期毕业等相关政策，才能对症下药，与学校一起培养其

成人成材。

4  结束语

目前，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和对人才的需求已

经发生了改变，社会的多元化相应的需要人才的多元化，同时还

向个性化、差异化方向发展，这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

求。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无论对社会、学校、学生、家长都是有

益的，但是这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目前教育部、学校都在加强对

教育质量的重视，教育质量也会的多方努力下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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