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学生为中心 

以改革促发展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题。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

3699万人，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42. 7%，高等教育接近

普及教育水平。 

“大而不强”仍然存在，特别是人才

培养的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

应性日益突出。因此，如何解决教育

质量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从“

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转型，

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立德树人 



     
 
2016年2月，教育部提出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启动实施“统筹推进两个一流”战略。 

        一流大学是总目标，一流学科是重要条件，一流本科是

根本，一流专业是基础。一流学科必须根植于一流专业，学

科离开了专业，仅仅是知识体系的划分，离开了人才培养，

只是一流的科研，而非真正意义的一流学科。 

一流大学与一流本科 

陈宝生部长曾表示，本科不牢，地动山摇。一个大学领导，

不重视教学，不抓本科教育，不是失职就是渎职，至少是不

称职。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的表征指标，是条件之一，而

不是一流大学的本身。有了一流学科，不等于有一流大学，一流学

科总体的加和，也不等于一流大学。 

        一个大学，科研非常重要，论文也非常重要，但是比它们更重

要、更根本、更本质的是人才培养 。 

 

没有一流本科，建设一流大学是自娱自乐 



     
 

        1984 年，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提出《投身学习：

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的报告，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和存在的问题，在美国教育界引起了关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生

教育改革的大讨论，引发了大学本科生教育的改革与重建。 

       近年来，美国顶尖学府掀起一股本科教育改革热潮，哥伦比

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 等“超

一流”大学纷纷“回归”本科教育。英国也从国家层面上回归教

学，发动一场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大变革。一流大学必须有

卓越的教学，世界一流大学已经开始瞄准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

学。 

        



     
 

百年学府贵州大学 



     
 

发展路径：逐步建立以制度激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和

治理体系，不断探索以校地合作为支撑的地方综合大学发展

路径，深入推进以提升质量为宗旨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核心，通过教学、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大学职能的内涵提升，带动学校

内部治理体系、人事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和考核评价方

式的改革。 

办学理念：立德树人、质量为本、成就教师、发展学生。 

贵州大学发展路径之探索 

贵州大学扎根贵州、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积极

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发展学生 

按照培养目标，从知识、能力、素养等方面确立毕业要求。

按照毕业要求架构课程体系，明确教学内容。 

按照学生发展的需要，结合社会需求和，特别是贵州省重大

发展战略，制定了“坚持‘厚基础、强能力、重素质、求创

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培养通专兼备、知行合一的高素质专

门人才”的人才培养总目标。 

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 



2014年，学校成立阳明学院，集中开展通识教育。通过阳明学

院和强化通识教育体系，促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借

力阳明文化这一品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2017年，我校正式成为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成员高校。 

通专兼备与知行合一 



     
 

针对专业过多，设置过细的问题，通过开展专业评估，实行动态

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淘汰一些不适应社会需求、建设相对滞后

的专业，优化专业结构和布局。通过“一流专业”的建设，扶优

扶强，强化特色，建设一批优势特色专业。 

专业评估与专业建设 

卓越计划与工程认证 

推进卓越工程师、卓越法律人才和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开

展“工程教育认证”，推动教育国际化进程。 



     
 

以学习效果为标准，更新理念 

从“教师教为中心”向“学生学为中心”转变。 

学习效果是检验教育教学的尺子，也是衡量教学工作的尺子。

评价教学不是教师讲得有多好，而是学生学得有多好。 

学习效果与教学评价 

教为中心与学为中心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不应仅仅是大学应该教什么，还要关注

大学应该怎么教；更要关注学生应该怎么学、学得怎么样。 



课堂形式的改变 

   灌输课堂向对话课堂的转变 

   句号课堂向问号课堂的转变 

   封闭课堂向开放课堂的转变 

考核方式的改变 

一次考试定乾坤到进程式评价 

体现对能力的考核 

教师角色的改变 

知识传授者 
疑惑解答者 

学习引导者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