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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

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

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

建设学科名单。对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理解，南京大学

校长陈骏曾指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是因为培养出了

一流的本科生。”清华大学就其自身发展情况对一流的本科教育

建设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同时，武汉大学开设的一门基础

课在互联网上持续引发的讨论也说明了培养一流本科生的重要

性。这两篇文章对于学校的推动一流的本科教育建设并助力“双

一流”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和启发意义，现将相关文章转载如下，

谨供参阅。

“双一流”背景下的一流本科教育：清华倾全力培养

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人

（时间：2017年 11月 9日 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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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清华的本科教育？

是诲人不倦的学术大师和慎思笃行的莘莘学子？是清芬挺

秀的科学馆和宁静素雅的清华学堂？还是紫荆操场上酣畅淋漓

的夜跑和蒙民伟楼激越悠扬的琴声？抑或是一种生活态度，映射

在举手投足间？是一种环境氛围，塑造身心和养成习惯？或是一

种无言的沁润，感染思绪和心田？甚至是一串音符和曲调，踏着

节奏指引所有人走向未来……

每位清华学子都有着自己的成长轨迹，都有着烙上清华印迹

的生命篇章。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人格、宽厚基础、创新思维、

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成为“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人”，

是百年清华育人实践和未来目标的高度凝练。

吸引学生参与顶层设计 从成效出发重构培养方案

回想在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会工作的两年，首届委员会主席

卢森同学说：“2015 年前后赶上了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黄金时

代’。”他所提的“黄金时代”，始于清华第 24 次教育工作讨

论会后。

2014 年 12 月，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会一成立就开始高效运

转——来自各院系的 20 名同学，不但超额完成课堂教学调研，

还设计标志申请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同学们对于教学改革的意

见建议。卢森当时是美术学院的本科生，带领委员们最爱去紫荆

食堂地下餐厅——大家一起头脑风暴，用短短一个月提炼了十多

个选题，设计“基础课改革调查”等问卷，一星期就回收了 786

份。

第 24 次教育工作讨论会后，清华鼓励创新、管理规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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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负责的教学治理模式日渐清晰。2015 年 7 月恢复教学委员会，

负责审议专业设置、培养方案，检查指导教学管理和教学队伍建

设等重要事项。全部由在校学生组成的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会积

极为人才培养提出建议。实施国际学生融合管理、学业评价由等

级制代替百分制、鼓励节约课程资源的学生选课退课制度等，都

有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会的汗水和努力。

“我们关注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选择的自由——

我能不能选课、能不能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谈起教育教学改

革，作为亲历者的 2012 级人文科学实验班本科生、2016 级中文

系研究生侯文晓说。当年，体现教改理念的新培养方案一经推出，

在学生“朋友圈”流传最多的一句话是：可惜我们生早了。

2015 年，清华在充分调研国外一流高校同类专业培养方案的

基础上，进行了重在“增加学生自主性、提高挑战度”的培养方

案重构——通过增加课程挑战度和训练量，提高专业课程质量；

通过精简专业课程、增加选修空间，给学生更大的学习自主性和

自由度。学校设置 15 个第二学位、13 个辅修专业和一批交叉学

科认证课程项目；推出荣誉学位制度，建立 18 门高挑战度荣誉

课程，激发学生的学术志趣。

全面加强通识教育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客里中宵灯不孤,万泉河畔是吾庐。

香甜弥漫加餐后,键鼠轰鸣入梦初。

少遇假期能卧榻,每逢外快便添书。

窗前月色频来访,没有窗帘请自如。

这首被收录在《清华学生诗词选》的诙谐小诗出自于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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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级本科生杨晋焱。2012 年秋，他选修了王步高教授的“诗

词格律与创作”课程，从此迈进了诗词之门。

“这对我很重要,它给我带来的世界极大。”回忆与诗词的

结缘,杨晋焱说。如今，已硕士毕业离开清华的他，读诗写诗仍

是工作之余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

作为“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之一，2016 年底出版的《清

华学生诗词选》收录了 2009 年以来选修该课的学生诗词 600 余

首。一门课程，铸就了恒久不变的师生情谊。2016 年底，连续主

讲该课 8 年的王步高教授抱病归养南京。得知消息后，先后已有

十多批次的学生专门前去看望。

（记者发稿时，从南京传来消息，王步高教授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去世，享年七十岁。在去世之前，王步高教授念念不忘清

华的同学们，十分怀念清华的课堂，还准备将《诗词格律与创作》

拍成慕课留给清华同学们，一别清华没想到竟成永别。）

曾经为词学大师唐圭璋入室弟子的王步高教授，其“诗词创

作课”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界素有口碑。如果说王步高是清华众

多开设通识教育课教师的一个缩影和写照，那么清华众多通识课

程则构成了本科教育的基层底色。从 2015 年起，学校要求理工

科必修 1 门读写认证课程，文科必修 1 门基础理工认证课程，为

的是提升同学们的写作能力和科学素养。

为让同学们有足够的高水平通识课可选，学校先后建成历史

与文化、哲学与伦理、语言与文学、艺术与审美、科技与社会等

8 大类、300 余门课程。彭林教授开设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

秦佑国教授主讲的“建筑的文化理解”，王晓朝教授的“西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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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探源”，钱易院士、倪维斗院士、金涌院士等联合主讲的

“生态文明十五讲”等，都非常受欢迎。

为满足个性化的通识教育需要，近年来清华在原有基础上持

续推进多项举措：设立“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引入海外短

期讲学课程，邀请国际知名学者讲授通识课程；牵头组织或承办

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联合主办文化读书月与文化读书周活动；

面向全校教师定制高水平的通识教育课程。

围绕培养目标，学校建立了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专融合的

本科教育体系。2016 年，机械学院四个院系试点大类招生和培养；

2017 年，将原有 49 个招生专业整合为 16 大类。学校成立大类培

养领导小组，协调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学生入学后通

过新生导引、通识教育和专业引导课，提升人文与科学素养，进

而合理规划学业发展。

在全校开展通识教育基础上，清华于 2014 年 9 月成立通识

教育实验区“住宿制文理学院”——新雅书院，并于 2016 年通

过高考招生。与其他院系不同，新雅书院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先

接受一年通识教育，以夯实文理基础、培养跨学科学习和创新能

力，其后在书院的学习生活中再自由选择专业方向。2017 年 5

月，校党委书记陈旭参加新雅 61 主题团日活动，鼓励大家：又

博又专、愈博愈专，既新又雅、常新常雅。

创新教学方法 聚名师以建名课名教材

清华鼓励和支持教师开设小班研讨课，运用研究性、探究式

等教学方式，引入“混合课堂”“翻转课堂”“雨课堂”等新的

教学方式和教育技术，不断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启发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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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自主性，加强研究性学习，提升学习效果，从而逐步更新单向

知识灌输型的习惯做法。

在“建筑设计”课上，北京市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郑晓笛副教授与 10 位同学围坐一起，手把手修改学生的图纸模

型，带领大家深刻理解环境与建筑的关联、感受空间塑造的魅力。

计算机系副教授邓俊辉从《红楼梦》的章法入手，讲解二叉树的

迭代遍历算法，听过他对各种串匹配算法的概括后，学生切实领

悟到“善待教训，以终为始”的奥妙。在航院“动力学与控制基

础”课堂上，国家级教学名师李俊峰教授声情并茂地演示“引力

甩摆轨道设计”，时常引得同学们会心大笑。在“国际关系分析”

课上，阎学通老师激情澎湃、逻辑清晰、观点尖锐，选课人数常

常爆棚，听他的课被学生评为“清华十大必做事”之一。作为电

机系“电路原理”主讲教师，于歆杰副教授率教学组用两个月时

间将课程变为首门慕课，使用“雨课堂”将手机变成学习工具，

“让电路在学生头脑中变得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没有校园“围墙”、教学方法灵活、受益面广的慕课，在清

华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从 2013 年成立在线教育办、自主开发

“学堂在线”，已有 246 门课堂在网上发布。基于慕课，现在清

华有 82 门本科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一批慕课和混合式教学名

师，正在清华脱颖而出。

截至 2016 年底，学校共有 90 门课程入选国家精品课程，入

选门数占国家同类课程 3%以上，为全国高校之首；101 门课程入

选北京市精品课程，207 门本科课程入选学校精品课程。自 2012

年以来，全校 10 门课程入选“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53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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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入选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学校以精品课程建设带动教材建设，以学科发展带动教材更

新。“十一五”以来，承担部委级以上规划教材项目 518 项，其

中“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 316 项。入选“十二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 71 项（129 本）、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45 项、北

京市精品教材 102 项，北京市经典教材 2 项。

扎实开展科研训练 努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水库水位的不断变动，会对边坡造成什么影响？库区时有发

生的滑坡灾害，其发生机理是什么？作为水利系 2014 级本科生，

罗方悦在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简称 SRT 计划）导师张嘎教授指

导下，自主研制超重力场水位升降模拟设备，进行粘性土边坡在

水位下降条件下变形破坏的离心模型实验。经过半年实验得出结

论：水位下降导致边坡上部土壤首先发生变形，对中下部边坡土

体产生挤压，发生由坡顶向坡脚的渐进破坏。

谈到做这个实验的缘起，罗方悦说，大一暑假时和同学们去

四川火溪河，或大或小的库区滑坡让人触目惊心，而现有边坡治

理手段有很多局限，回来之后不久就萌生了研究构想。如今，已

保送水利系直博生的罗方悦正继续深入研究边坡灾害的发生机

理和防治。

从 1996 年起，清华开始实施 SRT 计划，为本科生提供参与

科研、接受基础研究训练的机会，使学生体验完整的科研过程，

掌握科研基本技能，培养科研兴趣。近年来，学校每年 SRT 立项

都在 1500 项以上，其中入选教育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及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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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 200 项。60%以上本科生在读期间都会参加至少一项 SRT 项

目。

同时，始于 2009 年的“清华学堂培养计划”持续遴选有志

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优秀学生。截至 2017 年，数学班、物理班、

化学班、生命科学班、计算机科学实验班、钱学森力学班共毕业

781 人，约 90%到国内外一流大学和机构攻读博士学位。以 2013

级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为例，班内 33 名同学相互启发、共同合作，

发表和在投论文超过 60 篇。其中，陈立杰同学获得中国大学生

程序设计竞赛总决赛冠军，并独自解决了著名量子信息学者约

翰·沃特罗斯（John Watrous）教授在 2002 年提出的开放性问

题，获得 2016 年国际算法与计算会议最佳学生论文奖。他说：

“我想成为一名理论计算机科学家，现在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建立高层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

举措。近年来，清华建成全球最大的大学校园创客空间，着力打

造 iCenter、x-lab 等 7 个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开展中美青年创

客大赛等 7 项创新创业赛事，每年对 5000 名在校学生开展指导。

新设本科生创新创业类课程近 30 门，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建设了

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

坚持全过程国际化培养，提升学生国际胜任力

从信息论到密码学，从计算数论到参数估计……这些艰深的

研究前沿，数学系 2013 级本科生肖翰珅却乐此不疲。他的合作

者中，既有清华师生，也有耶鲁、麻省理工、牛津、瑞典皇家理

工等名校学者。正是在清华“星火计划”、大学生学术推进计划、

“闯世界”计划等的支持下，肖翰珅得以在寒暑假访问国外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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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者们沉迷于学术研讨。

在宽松丰裕的环境滋养下，他本科期间完成科研项目 5 项，

以第一、第二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10 篇，获得多个奖项。现已在

麻省理工专攻密码学的肖翰珅说：“我觉得清华最好的地方就是

给了我自由探索的空间，并对我的‘自选动作’给予了强有力支

持，这让我能够徜徉在学术海洋中并最终做出自己的事业选择。”

拓展国际视野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围绕人才培养

的根本任务和“全球胜任力”培养目标，清华着力推进高水平课

程和项目建设，实现国际化全过程培养。

从 2008 年起，学校开始集中选派学生参加校级国际交换生

项目。截至 2016 年，已与 135 所海外院校签署校级学生交换协

议。2016 年，本科生以交换生、暑期实验室研修、海外暑期课程、

海外实习及国际重大竞赛等多种形式出国学习交流逾2000人次，

合作院校遍布全球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

学校持续推进“海外实验室研修项目”“优秀新生海外研修

项目”等素质拓展项目，并于 2012 年启动“闯世界”本科生海

外研修支持计划。截至 2017 年 9 月，“闯世界”计划累计支持

1268 名本科生前往世界一流高校、研究机构研修学习，取得了丰

硕成果。目前，全校在学期间具有海外访学经历的本科生已达

50%。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重视个性化发展

作为清华军乐队长号手的材料学院 2015 级学生祝健，喜欢

在艺教中心一层的咖啡厅小憩。在这样一座充满艺术和激情的建

筑里，即便是随便站一站、坐一坐，祝健都觉得无比惬意：“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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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厅的老板弹得一手好吉他，我跟他很谈得来。”

看起来平凡普通的祝健，谈起音乐无比陶醉——作为校团委

“沐风”计划第三期学员，他掌握了如何办好一台晚会的诀窍；

作为《马兰花开》剧组的音频师，他现场配乐参与 7 场演出；作

为 2017 年秋季刚开课的“音乐工程与技术”辅修专业研学者，

他开始系统学习各种乐理和实操知识。此外，他还实现了孜孜以

求的作曲愿望，为即将上演的学院学生节主题曲《界面》谱了曲。

在清华，热爱音乐的祝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音

乐能够表达我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学音乐，要真听、真看、真

感受，也要热情、追求、坚持。”

与祝健的选择类似，物理系 2015 级本科生李泽宇在动漫中

找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动漫原画创作者。

李泽宇说，动漫原画创作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潇洒，是又

苦又累的活儿——每一秒动画都需要 10-20 幅不等的底稿，如果

加上特效，即使在团队协作的前提下，仅 3 分钟的动画也往往需

要半年才能完成。

但对于他来说，这是苦中有乐——这个内秀的年轻人，在动

漫中找到了与学习物理类似的体验——依靠经验积累，实现准确

的直觉养成。为能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交流切磋，李泽宇在 2017

年初接任学生未来动漫兴趣团队理事长。“虽然我在很多方面还

不成熟，做的决策未必最好，但这个团队需要我担起责任。”而

团队吉祥物“柚子和汪汪”，一直是他最爱的动漫形象。

祝健与李泽宇，代表清华学生成长的 N 种可能。他们从教学

相长中汲取营养，从朋辈激励中获得经验，在清华园里找到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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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4名教授同讲的这门课程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什么是测绘。

也因此，这门课被称为“最奢侈的基础课”，在互联网上也引发

了一轮又一轮是“大材小用”还是“理所应当”的讨论。

武汉大学这门“最奢侈的基础课”，今年 8 月就被《光明日

报》头版聚焦。在信息更新以秒计的今天，一则新闻能够持续引

发讨论，足以说明新闻所揭示现象的关注价值。在现实中，名师

讲基础课确实显得难能可贵，其所引发的“教授是否应为本科生

授课”的话题讨论，也具有普遍性，也值得正视。

回望历史，我们的大学，其实并不缺乏资深教授乃至学术大

家常年坚守在教学一线的传统。如西南联大时期的教师阵容，在

今天看来，绝对不亚于武汉大学。诸多明星教授与学生的相处，

更是留下了诸多佳话，影响了数代人，也为学术传承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历史，既说明一流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坚守讲台的某种应

然性，也客观印证了教授坚持教学，特别是为本科生教学的重要

性和影响力。

资深教授为本科生教学，并不缺乏制度引导。去年发布的《教

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

确指出，教授、副教授（高级职称教师）要更多承担本科教学任

务，不断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并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

任的基本条件。而中南大学等多所大学及上海等地，也要求教授

须给本科生上课，不得“走过场”。

但在现实中，资深教授坚守讲台特别是本科课堂的教学风

气，还有待提升。这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严要求，也有赖教师评

价体系的优化，形成对教授教学的更多激励。朱清时院士曾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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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此问题时指出，我们对教师的评价体制过多地强调发表论文，

强调科研成果，强调经费，老师的讲课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

所以，教学反而对教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高校教师的评价

体系，理当给予教学更多的评价权重，让更多教授有动力把心思

放在教学上。

让教授热衷于本科课堂，也需要对本科教学价值的重新认

识。本科生初入大学，在人格养成、专业兴趣等方面都未定型，

其实更需要权威性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给予引导，这往往是他

们接触专业的第一步，这一步不走好，也就意味着基础不牢。因

此，本科生的培养恰恰需要学校投入更多的精力，而非视本科生

教育为高校教育末端，甚至部分教授会把告别本科生课堂作为一

种“资历”的体现。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

为一流，是因为培养出了一流的本科生，无论哈佛、耶鲁，还是

北大、清华，莫不如此。”而要培养一流本科生，必须得有一流

师资的保障，在国际上甚至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照样坚持在本

科教学一线。当前适逢国内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无论是从重

拾传统，还是向国际惯例看齐的角度，都不妨把让教授回归本科

课堂，作为建设“双一流”的基本要求。

（记者：朱昌俊，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