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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学习内容更加符合自身发展需要，

学分制在我国高校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随着高校学分制改革越来

越深入，其所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学生所要修习的总学分相对较

高、选修课程较多、挤压必修课程的弹性课时或者选修课程所占比例较

小，无法达到学分制教育模式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等。对此，高校必须

采取相应的对策，使学分制改革更加贴合我国高校的教学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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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制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其不会硬性规定学生在校期
间所应该学习的具体课程，而是通过学分来统计学生在校期间所
完成的学习任务量，并通过绩点来检验学生的学习结果[1]。在这
种制度下，学生如果想要顺利毕业，便需要让自己所修习的学分
达到学校既定标准，并满足绩点要求。与传统的学年制教学模式
相比，学分制具有更强的弹性，避免对所有学生采取相同的教学
方式和教学内容，真正的满足因材施教，让学生可以自主的选择
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 

一、我国高校学分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1、我国高校学分制学分设置存在的问题 
学分制教学在当前我国的高校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无

论是综合类院校还是理工科院校、文史类院校等都会根据学校的
教学需求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对学生毕业所需要修满的学分数
进行设置[3]。但是对于不同的学校而言，学生毕业所需要修满的
学分数并不能完全统一，部分学校乃至学校中的部分专业学生毕
业所需要修习的学分都有着不少的差距。在高校教学的学分制教
学中，有时相差一学分就意味着整体教学课时将会相差数十个学
时，这样明显的差距使得不同学校或不同专业学生毕业所要满足
的门槛也有着较大差别。 

2、我国高校弹性学制存在的问题 
这里的弹性范围是指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任务量需要满足

毕业要求，在此范围内学生可以选择在某个学年阶段分配较多的
学习任务，从而为自己实习、考研等安排腾出较多的时间。甚至
如果学生在校期间提前完成了总学习任务，则可以提前毕业。但
是实际上，在目前高校教学工作中，弹性学制并没有能够发挥较
好的作用。大部分高校虽然使用学分制教学，但是本质上仍然是
以学年为单位为学生安排学习任务，学生想要如期毕业必须每学
年完成大量的学习任务，很难达到提前毕业的要求。而如果学生
想要因为个人因素将毕业时间向后推移，由于当前的用人单位并
不十分了解弹性学制的含义，故而会使其毕业之后无论是求职还
是升学都有可能因此受到歧视。 

3、我国高校选修学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在选修制的应用上仍然存在这较多的问题。如

学生能够自主选择的课程较少，虽然学校设置了一些选修课程，
但是大多为限选课程，只有部分专业的学生才能够进行学习。在
选课时，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无法将其加入课表，即使学生遵循兴
趣前去听课，也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学习任务。在非限选课程中，
大多数都是所谓的通识课程，即“通用常识”类课程。这些课程
在我国高校中总课程的占比较低，往往只在 6%左右。课程类型
和课时数量较少，导致能够选上这些课程的学生人数占总体比例
极低。 

二、高校学分制改革存在问题的对策 
1、适当减少总学分数 
在国外高校中，对于选修课程所需要满足的学分也有着硬性

要求，学生必上的基础课程仅占总学分的 30%左右，这无疑提高
了学生对自己专业研究的自主选择性。对此，我国高校首先需要
减少学生毕业所要满足的学分数要求，让学生能够尽早完成毕业
要求的学习任务量，为自己自主学习提供充足的时间。在对总学
分进行缩减时，第一应该接受考虑的便是部分通识类课程，如政

治理论课、军事理论课等，应该在符合教育部课程安排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的精简工作，为学生对其他课程的选择和学习提供条
件。其次，便是要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自主学习。在学生
完成了基础课程的学习之后，便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所要
学习的选修课程进行选择。不同专业的选修课程都应当具有一定
的偏向性，能够体现专业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学生在进行选修课
选择时，必须在老师的引导下明确自己未来所要研究或者工作的
方向，将选修课程作为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的一条重要捷径。避免
由于随大流或是不了解课程内容而胡乱选择选修课程、学生对选
修课程的学习杂而不精等情况的发生。 

2、加设任选课选修制 
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应当尽可能的自由，对于所要学习的

课程也应该有较强的自主性。因此高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当
将部分课程设定为任选课形式，让有需求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要、兴趣爱好或者是专业需求来进行选择。 

3、适当提高选修课所占学分比例 
我国高校课程学分设置与国外高校相比，最为明显的不同便

是我国高校课程中选修课程占比过低，除了极个别高校之外，大
部分都没有达到国际平均水平。为了让学分制真正的发挥作用，
而非成为变相的学年制，高校必须注重选修课在此所扮演的角
色。首先便是要提高通识教育课程在选修课程中所占比例。这样
可以让学生涉猎的知识面更加宽广，同时使之知识结构体系更加
完善；其次便是要提高专业知识选修课在选修课程所占比例。如
果说通识类课程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广度，那么专业选修课则可
以充分挖掘学生专业知识的深度。在上述设置的课程中，无论是
哪一个方面都需要遵循学生自主选择这一要求。当前我国虽然有
很多高校都已经开设了选修课程，但是实际上仍然是要求学生在
一定范围内对所要学习的课程进行选择。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便是符合要求的选修课程较少，无法满足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
需求。 

4、提高学分制的弹性 
虽然弹性学制允许学生自行选择提前毕业与延期毕业，但是

当前人们对于延期毕业这一现象仍不能正确认知。对此，必须摒
弃传统的观念，在校内鼓励学生自由选择课程与社会实践，并在
两者时间达到平衡。同时依靠学校与教育部门的共同宣传，让弹
性学制这一教学模式被广泛认同，消除社会对弹性学制内延期毕
业学生的不当看法。同时也需要完善对于弹性学制的管理制度，
对于已经修满学分但由于延期毕业而不能获得毕业证与学位证
的学生，要及时授予学位。 

三、结语 
学分制在当前高校教育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让我

国高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取得最大的收益。但是学分制与我
国高校传统的教学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在进行学分制改革时
难免会由于传统教学方式遗留下来的教学习惯而产生一系列问
题。对此我们必须端正态度，大胆提问，谨慎求证。对学分制存
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并与传统教学方式中的精华相结合，形成具
有我国特色的高校教学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国高校的教学
水平超过国际平均水准，为实现中国梦输送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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