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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大类培养模式下学生管理和培养工作面临的问题 

及原因分析 
◆柴  华  王  博  宫梦营 

（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大类培养下学生管理和培养工作的研究，探索适

合吉林大学学生的管理和培养方式，解决学校和学院在即将到来的大类

培养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夯实学生管理和培养，加强学生学

业指导，创新党团建设，服务学校和学院人才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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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不断推进，适应社会需求的高
校人才培养模式也在不断被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北京大
学首先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
16 字教学改革方针，并于 2001 年正式开始实施“元培计划”。
截止到目前，很多高校已经实行整体或部分大类招生、分类培养
制度（以下简称“大类培养”）。大类培养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的趋势。这种培养模式在改变高校教学模式和理念
的同时，由于“分流”等因素也势必会对学生管理产生影响。 

虽然国内许多高校已经开始了大类培养，但各高校在办学理
念、分流时间、分流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都会存在差异。甚至
同一所高校内各个学院的实际情况也有不同。这就需要在找到共
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大类培养虽然是
教学制度的改革，但受影响最大的是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工作。
因为分类后，原有的班级会被拆散，原有的寝室需要重组，所谓
的“冷门专业”会面临生源问题，而学生也会出现学习压力加大
或缺乏学习动力的情况。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对学生的日常管
理、思想教育、学风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而也会对大类培养的效
果和初衷有所影响。吉林大学在近年逐步在全校范围内实施大类
培养。因此，加强对大类培养模式下学生管理和培养工作的研究
能够做到未雨绸缪，且也是势在必行的。而要做好这项工作，首
先就要明晰大类培养模式下学生管理将要面对的问题。 

一、加大了辅导员对学生日常管理的难度 
传统的学生管理以班级和寝室为阵地，学生入学初就已经建

立起稳定的班级结构和寝室结构，并伴随学生四年，辅导员可以
通过班会、查寝等相关工作对学生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
理。 

但是在大类培养下，在分流前辅导员对学生的基本情况有了
基本的了解，但是专业分流后，学生分散到不同的专业，班级也
都将重新组合，学生也会缺少对新辅导员的归属感和依赖感，这
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辅导员对学生的掌控和管理，增加了辅
导员的工作难度。另一方面，寝室是对学生进行管理的基础单位，
也是最容易发生问题、发现问题的环境。随着专业分流后，寝室
往往也会重新调整，寝室成员之间需要新的磨合，重建“家”的
归属感。这些情况都会加大辅导员对学生日常管理的难度。 

二、学生党支部建设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将受到影响 
高校学生的党建工作往往依托由班级和专业为组成建立的

党支部进行开展，学生从申请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培养到发
展的整个工作流程都是在稳定的党支部下开展。但是随着大类分
流后专业和班级的变化，党支部的成员就必然会有改变。这种改
变不仅仅会加大日常党建工作的工作量，如更改党员信息库等，
更会由于所在党支部的变更，使培养人和被培养人有所变化，不
利于对积极分子培养的持续性。而且，如果是以专业为基础构建
党支部，那么必然会出现“热门专业”的党支部优秀的学生过多，
“冷门专业”的党支部够发展资格的学生较少的情况。这将不利
于学生党建工作有序、平稳、健康的发展。 

三、在学业指导方面面临专业差异及学习动力缺失 
学业上的压力会导致学生情绪不稳、心态失衡，是影响学生

日常管理的重要因素。大类培养的确一定程度上使学风有所提
高，同时倒逼弱势专业发展，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学习产

生影响。 
在对大类培养的学生进行专业分流时，分流去向的基本依据

是学生填报的志愿，分流标准往往是同一志愿下根据之前的学习
成绩由高往低进行排序，而在此基础上的调节杠杆一般就是各专
业一定数量的保研名额。因此，学习成绩较好，学习能力和积极
性较强的学生就容易聚集到“热门专业”；而成绩相对较差的学
生就会被分流到“冷门专业”。这虽然会使成绩较好的学生拥有
更好的教学资源，促进学生的发展，但更容易让分流到弱势专业
的学生产生自己被抛弃，进而自己放弃的心态，从而产生自卑、
厌学的心理。而这种学习氛围和心理状态在“较差学生群体”中
更容易相互影响，进而被凸显、被放大，从而造成既不利于学生
自身发展，也不利于专业学科发展的恶性循环。在这种环境下，
学生就更容易在学业、思想、心理等方面出现问题，自然也就会
加大对学生教育管理的难度。 

四、班级缺乏凝聚力，学生缺乏集体荣誉感 
在新生入学后，通过军训以及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能够使学

生较快地融入到集体当中，产生对班级的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
但由于大类培养，学生先天就会有一个观念：现在所在的班级必
将不是未来的班级，现在的同学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同学。因此，
就会缺乏融入班级、亲和同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分流后，学
生已经没有了刚进入大学时候的新鲜感和迫切交往的心情，新班
级或者新寝室的同学又都彼此都不熟悉。而且由于专业课程较
难，学业压力增大，就会造成班级成员相对冷漠，班级缺乏凝聚
力。正是由于这种冷漠和涣散，就会加大学生管理的难度，甚至
造成一些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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