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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新动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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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以２１世纪以来美国教育部和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颁布的重要法令及文件为线索，展示近１０年来美国

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变化与新动向。这些法令主要包括《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教育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战略计

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战略计划》、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２００８年标准》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老师》等。文章阐述了

上述法令关于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产生的背景、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为我国高质量教师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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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美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而学校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教师质量。这样使得高质量教师培养这一问题受到美国政府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介绍和分析２１世
纪以来美国发布的有关高质量教师培养的重要文件，来了解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动向。

１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新世纪初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举措
１．１　政策实施的背景

２１世纪后，美国教育弊端日益凸显：美国基础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学生阅读水平较低，数学成绩不
理想；美国不同种族学生的成绩差异大，并且逐渐增大；中等教育问题逐渐增多，学生酗酒，吸毒等违法

事件层出不穷。另外“９·１１”事件的发生，使美国不仅意识到最危险的敌人是恐怖主义，而且进一步意
识到应该把提高学生成绩、培养年青一代健全的公民意识摆在显要位置。上述问题让美国社会认识到

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学生成绩的重要性，从而突显了培养高质量教师的紧迫性。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是美国在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成绩的美好愿景下予以颁布的，而提

高学生成绩的重要举措就是培养高质量的教师。

１．２　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举措
美国政府培养教师的核心理念是：高质量的教师是学生成绩提高的关键。该法案把 “缩减班额计

划”和“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的经费，用于对各州的绩效拨款。拥有资金支持，学校将具有更大的

自主权，通过对教师严格的培训，使其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此外，各州还将承担提高教师质量的责任。

为提高教师质量，该法案主要提出以下措施：１）给予州和学区更大的自主权。政府合并“艾森豪威尔专
业发展计划”和“缩减班额计划”两个项目，使其作为各地区更加灵活的教师素质奖励，鼓励教师在专业

发展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２）建立专业发展高标准。各州有权利使用该项经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另外，各州必须按要求积极推动研究性课堂有效、科学的实践活动的进行。３）推动师范教育改革。除
了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各州也能灵活地使用经费教师教育改革。４）给予表现出色的州奖励。该项目
经费的１％用来奖励开发全面、有效教师评价系统的州。５）保护教师。在教师没有做出违反法律的不
端行为前提下，教师受政府的保护维持教室纪律。６）教师税收减免制度。教师能获取最高为４００美元
的税收减免。７）为家长提供教师质量信息。学校将依据各州规定，将相关教师教学质量的信息反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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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在此要注意的是，其中“给教师控制班级的权力”这一条款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五项措施遥相呼应，

它规定政府将赋予教师能将危险的学生逐出课堂的权力。这其实也在维护班级秩序的同时保护了教师

的安全，给教师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从而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另外，“建设２１世纪的安全学校”一
章中指出要增加用于道德教育的拨款，增加道德教育方面的课程与活动，这也使教师德育方面的培训得

到重视。

此政策中关于高质量教师培养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通过对基础教育质量的绩效规范来提高教师管

理水平和教师质量，其中学区按照州的规定，将相关教师质量的信息及时告知家长，也从另一方面督促

教师改进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成绩。这一措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此外，《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迫

使学校专注于少数民族学生、贫困学生、残疾学生等弱势学生成绩的提高上，这也是其创新之处。

２　美国联邦教育部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战略计划》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战略计划》：美国高质
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发展

２．１　政策实施的背景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是《２００２～２００７战略计划》的重要部分，因此，两者产生的条件相差无几：美

国基础教育问题逐渐凸显，如学生阅读水平偏低，数学成绩落后于其他国家学生等，使得基础教育的改

革呼声高涨，特别“９·１１”事件带给美国人民的巨大震撼，使美国社会更深地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发展的
重要性，教师质量对学生成绩的重要性。而经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战略计划》的实
施，美国教育虽取得一定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亟需进一步解决和完善。

２．２　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发展
布什总统曾指出，不考虑教育者的教育改革是空泛的。教师不是教育改革的对象，而是教育改革的

动力［１］。为此，美国教育部通过招录新的高素质教师，给在职教师提供良好的专业发展途径来确保教

师质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战略计划》具体阐述了以下措施：一要改善教
师认证途径，逐渐消除高质量教师教学的障碍；二要激励基础教学的专业发展研究；三要提高教师的培

训质量；四要鼓励创新型教师的奖励和问责制度；五要改善教师工作环境；六要加强科研，更好地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战略计划》在框架结构上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战略计划》基本相同，包含教育部使命、
战略目标、具体任务、实践措施等方面。此战略计划关于高质量教师培养的措施如下：第一，收集数据，

监督绩效，确保各州学校的重点学术课程由高质量教师担当的教学方针；第二，加强对各州的监督，督促

其高质量教师培养工作的顺利完成；第三，在保障教师高质量教学水平的同时，兼顾各州教师质量均衡

发展；第四，改革教师薪酬制度，鼓励高质量教师到教学难度较大且急需的学校工作。

从美国教育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战略计划》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战略计划》可以看出，美国仍很重视教
师绩效责任制度。美国加强对各州高质量教师培养工作的监督，也使得教师质量持续、稳步地提高。另

外，国家吸引高质量教师去急需学校任教高难度课程的举措也为教育均衡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３　《２００８年标准》：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动态
３．１　政策实施的背景

２１世纪以来科技不断进步，美国社会达成共识，认为美国的教育必须转变，以满足新兴信息社会的
需求。全社会都要求一种关于孩子应知道什么，并能做到的高标准。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高质量的教

师。与此同时，美国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基于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孩子在受教育中教师分配的

不均使得教育质量的分布不均。这种情况下，对教师质量的改善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

３．２　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动态
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是专业教师教育认证机构，给予教师培养以质量保障。全美教师教育认

证委员会的教师教育机构认证标准，目的是保证标准兼具一定的稳定性，又不断地顺应新形势。该标准

是２００１年标准的小幅改变，为了使已有标准更加精确。该标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主要分为六项：
一是确保预备教师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二是改进教师质量评估系统；三是增加教育实践，给予预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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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教学实习平台、；四是保持教师教学的多样性，评估机构应体现教师课堂教学中多元化教学能力；

五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六是改善机构管理和资源合理分配。

《２００８年标准》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基础上重申了在处理教育多元化问题上教师的作用。为
解决这一问题，机构认为应着重培养教师在处理不同种族、家庭、社会背景的学生的能力，主张教师对学

生所在学校、家庭、社区背景有较全面的了解，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有针对性地对每个孩子进行不

同的教育。这也与我国教育家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有异曲同工之妙。

４　《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计划
４．１　政策实施的背景

奥巴马上台之时，正是美国经受严峻金融危机之际，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

重提升经济的内在竞争力，以便未来获得更为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在

奥巴马看来是极为重要的。奥巴马上任之初阐述其教育改革任务时谈到教师教育的重要性，“从学生

进入学校的一刻起，他们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不是他们的肤色或者他们父母的收入水平，而是讲台前

的教师，美国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教师。”《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的颁布，是奥巴马政府提高教师质

量，改善教育质量理念的具体体现。

４．２　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的新计划
《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教师教育面临的新挑战，第二部分为教师

教育面临的新机遇，而该计划中涉及高质量教师培养的即第三部分———美国教师培养的新计划。此计

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注结果：机构的报告和各州的问责。２０１１年，美国教育部与各方合作简
化教师教育报告和问责制，目的在减少州和教师培训项目负担的同时，更好地执行管理。其次，促进卓

越：总统教学激励。该项目分为两部分［２］。第一部分是提供给那些积极创建教师培养的高标准的州。

第二部分，即总统教学激励大部分资金都将用于优先资助那些有需要的优秀学生。再次，目标性投资：

少数民族服务机构的霍金斯卓越中心。这能够更好保障少数族裔学生拥有高质量教师进行教学。

《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深刻剖析了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机遇，反

映了奥巴马政府立志为给每一个孩子配备称职、高质量的教师所做的广泛努力，体现了美国教师教育改

革中专业主义与解制主义之争的妥协和折中。同时奥巴马政府为了让美国每个儿童都能享受世界一流

教育，高度重视美国教室里高质量教师的招聘、培养、留任和奖励工作，体现了教育的效率和公平。正如

奥巴马总统所说：“实现更平等、更公平和更公正社会的关键是每个儿童都应当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

５　结语
通过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教育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战略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战略计划》、全

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２００８年标准》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老师》这四个政策颁布背景、政策中关于
美国高质量教师培养政策具体内容的分析，深入了解了美国对高质量教师培养的重视程度，发现美国关

于高质量教师培养的政策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在培训的内容上，加强教师在对不同背景，环境下成长的

学生处理方式上的培训；在培训的方式上，鼓励政府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的通力合

作；在教师质量的评估上，强调家长对教师质量信息的知情权，强调绩效责任制，强调政府对各州教师培

养工作的监督。美国关于高质量教师培养的政策，为我国高质量教师的培养，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

教育落后状况的改善，为实现我国教育公平提供宝贵经验，而对于如何“取其精华”来提高我国教师质

量，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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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探索 ①

钟国忠，邱吉福
（集美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　要：“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通过分析国内外高校实施“大类招生、分流
培养”模式现状，针对我国高校在实施该模式过程中出现的瓶颈，结合福建某重点建设高校的实施效果，提出“科学的人

才培养方案、完备的师资队伍、健全的管理制度”是构建基于社会需求的“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的关键，该模式的有

效实施有利于高校培养强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高校；大类招生；分流培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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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校“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概况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是近几年国内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热点。高校将相近专业合并

起来，按所属学科、院（系）或以某种基地班作为大类招生录取，学生在前一两年学习通识教育和学科基

础课程，后期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社会需求等，按学校专业分流方案选择类内某一专业进行学习。

１．１　国外高校“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概况
１９８６年，哈佛大学校长博克就“专”与“博”作过论述，提出：“本科生应该通过主修一个学科获得大

量的知识，并且通过注意几个不同学科的学习获得大量广博的知识。［１］”２００２年，美国博耶尔研究型大
学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在《重塑美国教育：三年来的进展》报告中指出，近几年，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本科教

育改革方面取得的可喜进步之一是：各大学在安排大学生课程时，十分强调通识教育，强调培养知识面

宽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欧美国家，如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等世

界一流大学都采用不按专业招生的办法，本科低年级甚至４年全部学习基础知识，为学生的专业学习乃
至今后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高年级或进入研究生阶段再选择具体专业，从而实现更广泛的通才教育。

１．２　国内高校“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概况
自１９５２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基本采用前苏联的专才培养模式，注重专业教育，使学生能够快速

掌握某种专业技能。当前学生仅有“一专”，缺乏“多能”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北京大学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提出“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方针，并于２００１年秋正式开始实
施“元培计划”［２］。２００２年，清华大学首批按工商管理类招收１８２名同学，并于第五学期顺利向会计、经
济、金融和信息管理等专业方向分流［３］。现今，在１００多所“２１１工程”大学中，大部分已实行“大类招
生、分流培养”，地方高校也纷纷效仿，形式各样，主要有三种：第一，按学科大类招生。该模式是多数高

校普遍采用的招生形式，高校根据教育部学科门类划分，通过跨院系整合专业，并按所属学科大类进行

招生。第二，按院（系）招生。即在同一院（系）中，不分具体专业，只按院（系）大类进行招生。第三，以

基地班或实验班招生。这种形式一般以基地班或特殊实验班进行招生，学生入学后，前两年一般对学生

进行具有一定特色的基础理论教育，后两年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进行学习。

每所高校结合学校实际办学条件采用不同的大类招生形式，实力较强的高校往往同时采用多种招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２６
基金项目：集美大学第六批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立项项目（ＪＹ１２００８）
作者简介：钟国忠（１９７８－），男，福建漳州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校教学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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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模式，如复旦大学同时采用学科大类招生和实验班招生。

２　高校实施“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出现的瓶颈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广受考生及家长欢迎，但同时高校内部也有很多争议，甚至有些高校尝

试几年后又半途而废。“大类招生、分流培养”的理念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瓶颈问题出现在操作层面。

２．１　人才培养方案不科学，教学内容脱离社会需求
在“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教育模式的改革浪潮中，许多高校改革了招生模式，也出台了很多配套的

教学管理制度，但是作为教学改革内容的核心问题，即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有些学校生搬硬套或因人设课，脱离社会需求，课程体系缺乏合理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不

强，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效果偏离人才培养的目标。

２．２　师资力量不足，制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师应具备更为超前的知识和全面能

力。但是，一些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目标不相匹配，师资力量缺

乏，主要原因有：第一，跨专业师资培养困难。高考扩招后，教师教学任务重，继续深造的机会少，知识更

新和扩充慢，影响跨专业师资力量的培养；第二，人才引进困难。有些高校特别是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

或综合实力不强的地方高校，由于学校的科研平台和拔尖人才待遇不高，领军人才引进难度大。

２．３　学生对按大类招生的专业缺乏认识，加剧冷热专业的矛盾
学生填报志愿时多数以就业为导向，收入高且体面的专业自然形成了“热门专业”，反之，收入低且

艰苦的专业成了“冷门专业”。高校实施大类招生后，将同类“冷”“热”专业合并招生，缓解了学生高考

填报志愿的扎堆现象。但是，在进行专业分流时，由于学生对类内专业缺乏认识，导致学生专业选择迷

茫，“从众现象”严重，加剧了冷热专业的矛盾。如福建某高校２０１２级工商管理类下设工商管理、会计
学和市场营销３个专业，填报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占近７０％，远超分流计划人数，而填报市场营销专业的
学生仅１０％，差计划人数接近一半。
２．４　专业分流方案不合理，缺乏教育公平性

专业分流方案一般有两种：第一，按需分流，即学校不设定各专业分流计划人数，完全满足学生的专

业选择。该方案要求高校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条件不具备的高校因学生专业分流扎堆现象严重，往往

半途而废。第二，按计划分流，即学校分流前设定各专业分流人数，按一定原则进行专业分流。该方案

对专业分流方案的合理性要求较高，有些学校因分流原则不合理或存在“暗箱操作”，导致专业分流时

“拼爹”现象严重，学生对专业分流的公平性失去信心，引发学生与学校的矛盾，告状信满天飞。

２．５　配套制度不健全，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实施“大类招生、分流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应建立健全与新型培养模式相对应的管理制度，

取代传统的以管理者为本位、以教学控制为中心的管理制度。有些高校制度不健全，“大类招生、分流

培养”模式的实施不能得到保障。一方面，由于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导致教学秩序混乱；另一

方面，由于没有统一思想，教学、管理、后勤等部分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学校资源无法整合，不能适

应灵活、弹性的“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

３　构建基于社会需求的“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
正如北大教务部部长关海庭所说，只是提倡大类招生，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没有相应措施是不行

的。有条件的高校应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为核心，完备的师资队伍为关

键，健全的管理制度为保障，逐步打破狭隘的专业教育思想，构建一套基于社会需求的“大类招生、分流

培养”人才培养模式（如图１）。
３．１　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破解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高校在实施“大类招生、分流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时，必须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及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置课程体系，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专才教育”向“通识教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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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低年级要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目标，为学生构建一个宽厚的基础知识培养平台，对学生进

行基础能力和基本素养的培养。高年级要体现“强能力”的培养目标，通过不同的专业学习构建一个特

色鲜明、适宜个性发展的专业培养平台，强化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图１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３．２　优化专业结构，加强师资力量，促进各专业均衡发展
专业分流时，多数学生会趋于就业前景好或博士点、硕士点多的优势专业，造成优势专业和弱势专

业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弱势专业更弱，新专业发展较慢等问题。实行大类招生的学校应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各学科大类的专业结构和布局，引进、培养或整合校内师资力量，通过改造弱势专

业，扶持新兴专业，培育特色专业，打造名牌专业，促使各专业均衡发展，缓解冷热专业的矛盾，促进各专

业均衡发展。

３．３　加强大类招生宣传工作，提高生源质量
生源质量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更是衡量一所学校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由于大类招生模式五花八

门，同一大类所设专业也不尽相同，多数考生信息来源有限，对大类招生模式了解甚少，特别受到大类中

弱势专业的影响，有些学校实行大类招生后的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因此，大类招生前的宣传工作至关重

要，高校应明确招生宣传目标，制定行之有效的宣传计划，责任到人，开展网络传宣、现场咨询、在线答疑

等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活动，详细介绍专业分流原则，解除学生和家长后顾之忧，吸引优质生源。

３．４　合理制订专业分流方案，提高分流过程透明度
专业分流是“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的关键环节。第一，制定合理的专业分流原则。专业分流

原则要体现公平、公开、公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第二，加强专业分流引导工作。分流前要做好专业介

绍和引导工作，使学生真正了解各种专业的内涵，并结合自己的兴趣和实际情况来选择专业。第三，充

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专业分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数据的准确

性和信息的透明度。第四，做好分流后续工作。专业分流后，由于学生班级同学、学习目标等发生较大

的变化，学校要关注分流后学生的心理动态，并做深入细致的引导工作，同时，有条件的学校可通过开办

辅修专业、增设跨学科选修课，让学生有机会拓宽专业学习。福建某高校制定以“学分绩点优先、遵循

志愿”为主要原则的分流方案，通过自主开发专业分流系统，具备学生网上填报志愿、学分绩点排名、专

业分流及相关查询等功能，增强专业分流过程的透明度和提高了准确性。

３．５　完善管理制度，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任何教学改革的实施，都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只有通过健全配套的管理制度，才能更好保障

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改变以往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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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制度，建立灵活、弹性的与其理念相符合的管理制度体系。例如：积极推行学分制，逐步实行导师

制，修订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制定以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为核心的课程选修制度，完

善相配套的辅修专业管理制度等。

４　基于社会需求的“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实践效果分析
通过对福建某重点建设高校的实施效果分析，发现基于社会需求的“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有

助于减少学生盲目选择专业，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掌握宽厚的基础知识，提高创新能力，为学生未来职业

生涯奠定基石，有效解决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

４．１　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增加了专业选择的满意度
高校按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入学后通过一至两年的通识教育和学科基础的学习，以及通过社会实践

等加深对相关行业的了解，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有利于学生正确选择专业。福建某高校对３３０名
工商管理类分流后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学生在专业分流前对备选专业了解的人数占９５％，而高考填
报志愿时对同样专业了解的人数不足２０％。学生只有对备选专业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结合自己的兴
趣、特长有针对性的选择专业，所选专业才能更符合学生的学习意愿。

４．２　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提高了学习成绩
因多数高校各专业的教学资源有限，学生一般不能完全按个人意愿选择专业，学校往往根据学习成

绩和其它表现按一定人数比例进行专业分流。按大类录取的学生为了能分流到心仪的专业，需克服新

生入学后的松懈情绪，主动积极求学，减少“大一现象”的发生。福建某高校实施工商管理类招生后，该

大类的学生总体成绩优于按传统专业招生的学生，以全校统考的通识课程为例，工商管理类学生的平均

成绩比其它非大类招生专业超出２～１０分，及格率多了７％～２１％。
４．３　增强了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拓宽了就业面

自１９９９年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就业压力逐年增大。传统“专才”教育采用的是按具体专业招生，
培养的是单一专业人才，导致学生的知识面过窄，毕业生就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社会需求的“大

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是以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通才”为目标，宽厚的学科基础和理性的专业选

择为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石，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能力，就业方向不再只局限于所学

专业，行业间人才流动的门槛不再是不可逾越，从而拓宽就业面。福建某高校按大类招生的学生对今后

就业会坚持专业对口的不足１０％，而非大类招生的学生坚持专业对口的超过５０％。
４．４　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增强了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专业设置过窄，已造成学生的专业知识面过窄，知识难以融会贯通，综合素

质不强，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较弱。“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加强了学科基础教育，拓宽专业口径，

淡化专业之间的界线划分，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福建某高校大类招生的学生参加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的学生人数比例及表现优于非大类招生的学生。

５　结语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顺应时代发展，符合社会需求，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积极作用，将是

我国高校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是，不管采用哪种人才培养模式，都应具备教学条件和遵循教育规律，不

能盲目跟随。“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改革应结合高校实际有选择性的开展，真正实现通才教育，为

社会发展输送“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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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多元化教育 ①

周凡圣
（雅礼中学，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一直以来，简单划一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使我国教育不惜用同样的内容和方式教育不
同的青少年学生。而随着时代的多元化，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越来越暴露自身问题，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多

元化教育理念。从多元智力理论的引进到“终身教育”的提出与试行；从“教育要多元化”的深切呼声，到上海推出的

《〈历史与社会〉学生自备档案》的教育多元化思想的践行，都展示着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先进性。教育多元化包括教育形

式的多元化、教育评价的多元化、教育投入的多元化、招生制度的多元化等。

关键词：多元化教育；形式；评价；投入；招生制度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７４－０３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教育蓬勃发展，我国的教育规模也空前壮大，单从高等教育入学

率来看，已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２％～３％提高到了现在的１５％，大学扩招使更多的莘莘学子圆了大学
梦。但是，数量并不代表质量，中小学生书包沉重，素质教育流于形式，基础教育教条刻板的情况仍普遍

存在，进大学欢天喜地，出校门就业迷茫的现象也并不少见，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而学？

我们的教育如何做到更高效？当前，社会各界关于“教育多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必须有多元化的人才做支撑，多元化的人才必须来自多元化的教育。做为一名学生，我深知个人的思考

和见解都很有限，通过参考教育专家的观点，借助父辈的言传身教，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思考，在这里

我尝试着表达对教育多元化的认识。

１　教育形式的多元化
教育形式要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和教育对象而有所变化。

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落实学校标准化建设。平均分配教育资源，使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得到提高，

使各地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公平教育提供保障，以此改变为了择校而耗费精力财力、甚至滋生腐败

的现状，同时也利于解决部分家长因人才流动而影响子女教育的问题。

二是在职高以上的教育阶段，实施差异化教学。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因材施教，根据入学成绩和

综合测评，建立“基础班”“普通班”和“提高班”，通过开办特色专业、设置新型专业，从学校师资力量的

实际情况出发，设置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加强校企合作，开展定向委培，对具备专业技术特长的奇

才、怪才，可直接与社会企业挂钩，提高培养人才的效率，切实做到人尽其才，材尽其用，实现毕业与就业

的无缝对接。

三是深化课程设置改革。把课程与专业培养融合一体，把重心放在专业课上，以实践为目的，学以

致用。把管理课与专业技术课结合起来，根据学生不同的禀赋和兴趣爱好，开辟专业选修课，培养复合

型人才，积极开展创业教育，通过培养社会需要的多元化人才，把教育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多渠道

缓解学生出校门后的就业压力。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２０
作者简介：周凡圣（１９９６－），男，湖南长沙人，主要从事教育科学研究。



第２期 周凡圣：简谈多元化教育

四是注重艺术教育的质量和导向。多元化的教育自然包括艺术教育，要引导学生和家长正确对待

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应该是以培养孩子良好爱好为目的，是贯穿孩子成长全过程的素质教育，确有天份

和兴趣的同学把他当做毕生追求和职业当然是理性的选择，可是目前许多家长和学生却陷入了误区，不

少同学为了文凭违背自己的志向，不管自己有无艺术天赋和兴趣都盲目地加入到艺考大军之中，将此当

做通往象牙塔的捷径，最终却因竞争惨烈，在付出高昂经济代价之后无功而返。

２　教育评价的多元化
教育评价是检验教育成果的手段，科学的评价体系有利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保护人才。

一是兼顾教育评价内容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传统的“应试”教育，对学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认知领

域，比如知识的掌握、逻辑思维能力等，对老师的评价就是他的学生的考分；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心理

素质等素质教育并没有硬性要求，现实中不乏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心理扭曲，选

择死亡来对抗不合理评价的案例，因此，教育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十分重要，应当合理评价教和学，不

仅要评价教育活动的结果，也要评价教育活动的过程；不仅评价学生在知识、技能、智力和能力等认知方

面的发展，还要评价情感、意志、个性、人格等非认知因素的发展。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学业和心智都健康

成长，在挖掘学生潜能的同时，做到尊重个性，接受不同，要使每一个学生在收获学业进步的同时，也收

获自信和友善，收获人格上的成长，增强接受挑战和摆脱逆境的能力，古语云“天生我材必有用”，以人

为本的教育评价体系才是最科学的。

二是注重发展性评价机制的运用。要给学生多次评价的机会，重视学生成长轨迹的记录，通过全过

程中的积累形成最终评价。可以尝试建立积分制，记录学生课堂、课外活动情况，将学习成绩和道德操

行等形成权重分值，再结合硬性的考试，来权衡学生的进步。

三是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当前，我国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是

必然趋势，学校、家庭、教育主管部门、政府机构，甚至学生都应该参于。在“应试”教育中，教育评价活

动的主体是学校管理人员和教育管理部门，有很大的片面性，作为评价对象的教师和学生则完全处于被

动的地位，没有任何主动选择的余地。教育不单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全民全社会的事，应多几股力量

来共同推进。多主体的教育评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通过健康情商激发求知欲，有利于全方位

落实教学目标，使学生通过更多的参照物来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从而更加自主地学习。多方介入的评

价，还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学生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并举，为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垫定基础，家校

合作、社会合作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教学相长，人们往往在教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教育。所

以，我们应该建立多元化、开放性的评价主体，让更多的力量直接参与到教育中来。

３　教育投入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的教育规模空前高涨，一方面出现学校多、专业多、学生多的盛景，另一方面却出现师资

少、企业招工难、毕业生就业难等怪象，其根本原因还是教育投入问题。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４２美
元，美国为２６８４美元，是中国的６３．９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ＧＤＰ来比较，中国人均
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ＧＤＰ收入的０．８２％，美国为６．１０％，是中国的７．４４倍。日本为４．２８％，韩国为
３．０１％。俄罗斯为１．８７％，是中国的２．２８倍，巴西为２．２９％，是中国的２．７９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
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１９９３年，国务院制定《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支出在２０世纪末占国民生产总值４％的目标，迄今尚未实现［１］。加上我

国教育投入同质化严重，导致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人才培养质量不容乐观，要改变这样的礮境，教育投

入的多元化应该是必由之路。

政府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加强经费投入的强度。一是加快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落实《发

展纲要》提出的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９０％以上，这方面虽然政府是投入的主力，但也应该实现经费投入
多元化，让民办高中成为有力的补充。二是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加快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实现《发展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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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２０２０年提高到４０％以上的目标。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做法值得
我们借鉴，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投入更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社会投入占的比例很大，要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对职高教育、高等教育的投入，制定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设立

专项奖励和补贴资金，从学校升级创优、师资培训、贷款贴息、中高职毕业生培养等方面对民办学校进行

全方位扶持，推动和指导地方探索营利和非营利民办学校试点。三是要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纲

要》提出，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到２０２０年使２０～５９岁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１１．２年，使
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达到１３．５年，真正步入大众化教育时代。因此，更应提倡教育投入多元化，利
用社会多主体的投资，推动职业培训、继续教育、老年大学等多阶段的教育持续发展，从整体上提高教育

投入。

４　招生制度的多元化
目前大多数学校的招生制度还是被“应试”教育所捆绑，“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影响深厚。为了

挤过独木桥，多少学子拼尽全力，多少家庭为之倾囊而出，又有多少同学为避开招生制度，割舍亲情，远

渡重洋！面对这些乱象，我们的招生制度还忍心僵硬下去吗？！

不容否认，现行的统招制度维护了大多数的公平，仍然是甄别英才的有效手段。但自主招生无疑也

为部分有特质的学生开辟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也是公平的，同样是选拔人

才的科学手段。

然而，社会对新事物总是抱有疑虑，各种声音都有：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市场咨

询公司和民意中国网对２１１７名公众的调查显示，５４．０％的人认为自主招生选拔的是“特长生”，５２．９％
的人认为是“杰出而偏科的学生”；此外，４４．６％的人认为自主招生录取的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３０．０％的人认为是“三好生等全面发展的学生”，还有多达４８．４％的人认为是“有权有钱家庭的孩子”。

不同的声音反映出国人的矛盾心态，担心新的制度连原有的公平都保不住，成为投机者的便道，成

为腐败者的温床，信任危机再次突显。但我们不妨借鉴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的大学在录取上有很大自主权，他们根据综合评价机制，结合学生中学阶段的成绩、大学入学考试的成

绩、推荐信、面试成绩，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培养对象进行合理审视，注重个人特质，不拘一格收纳人才，

且对录取的学生实施符合个人就业愿望的教育方式，宽进严出，最大限度发挥个体潜能，推行实用教育，

而不是培养高分低能的学霸［２］。又如制造业强国德国，对蓝领倾注的教育热情和投入甚至还高于白

领，他们十分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十分珍惜偏才怪才，全方位的实用教育使其制造业雄冠全球。我国

香港和台湾的大学同样也是招生自主权相当大，其培养的人才在市场经济的搏弈中绝不逊于北大清华，

这说明放开了绝不比捏紧了差。我们在谩骂应式教育的同时，决不能缩手缩脚作茧自缚。

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中国效仿国外大学招生多元化的勇敢尝试，象征了国人的觉醒，应当支

持和推广。但事实并不如意，我们的求稳心态还在作祟，看到弊端而不敢放手大胆改革。也许我们的天

资并不优胜，但我相信自己的价值，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请给我们一个

机会。

多元化教育的内涵还远不止这些，我的理解还很肤浅，有待进一步通过接受教育去提高和完善。我

们期望教育更公平、更广泛、更深入、更高效，无论个人智商优劣、家境贫富、阶层高低，都有接受教育的

权利，全民都有推动教育发展的义务，期望多元化的教育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终生教育的雨露滋润每一

个国民。

参考文献：

［１］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国际有差距 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仍需提高［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９－１１－２７（４）．
［２］教改再试水：北大自主招生门槛再降［Ｎ］．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１１－０６－２１（１）．

（责任校对　游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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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堂教学质量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①

李素华，韦海英，余艳红，唐亚利，江国防
（湖南大学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运用质量管理理论，深入分析了课堂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用方差分析检验了课堂教学质
量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并运用主成份分析和回归分析法，综合得出各教学质量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程度，最后依据实证结

果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课堂教学；教学质量；影响因素；高等教育；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７７－０３

目前，对于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学生学业的评价，二是针对教师

教学活动的评价。由于这两个方面既高度独立，又相互关联，使得全面、科学、公正地评估大学课堂教学

质量在现实中仍存在诸多困难。如何确定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实现课堂教学质量科学评

价的关键。当前，对大学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对其开展实证研究的

成果还不多见，而对其开展实证研究，分析课堂教学质量主要因素在大学课堂教学实践中的影响和作用

程度，对于提高大学课堂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１　影响大学课堂教学质量的因素
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课堂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学生方面，分析学生的特征、基础知识、学生能力、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生

心理与学习期望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二是从教师方面，分析了教师个人特征、教学态度、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科研能力、课堂交流等相关因素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三是从教学评价体系方面，分析教学质

量评价观念、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机制［１］，以及课程评价如考试、考核手段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四

是从课程和课堂方面，分析不同的课堂规模、课程类别［２］与教学效果的影响和关系。

２　影响大学课堂教学质量因素的实证研究设计
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中，依据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与评价目的五要素。本研究

针对听课学生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定，设计了１２个问题，包含１个甄别基
本信息和１１个测量指标，涵盖了课堂教学质量因素分析中各关键变量。具体包括：专业知识的了解程
度（Ｓ１）、学习兴趣（Ｓ２）、基础知识（Ｓ３）、教师职称（Ｓ４）、学科动态（Ｓ５）、课堂考勤（Ｓ６）、课堂到课率
（Ｓ７）、课堂规模（Ｓ８）、课堂互动（Ｓ９）、课程考核方式（Ｓ１０）和课堂教学效果满意度（Ｓ１１）。

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湖南某“９８５工程”高校所有在校的本科生直接发放问卷。
调查中依专业属性、年级进行分层，再随机抽取学生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收回问卷２９０份，回
收率９６．７％，有效问卷２７３份，回收问卷有效率９４．１％，较好地满足了研究和推断的需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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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大学课堂教学效果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型大学有机化学教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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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教学质量因素的显著性检验

根据调查问卷得到２７３份有效问卷，对每个应答选项的“毫无影响”“有点影响”“一般”“比较有影
响”“有很大影响”等５级量表，分别赋予“１、２、３、４、５分”测量指标分值，各测量指标的分值按简单加权
平均进行汇总。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方差分析方法，检验样本中各教学因素
对课堂质量的统计显著性（见表１）。

表１　教学因素对课堂效果的统计检验

序号 类别 Ｆ值 Ｐ值

１ 对专业知识体系了解程度（Ｓ１） ７．４１５ ０．０００

２ 学习兴趣（Ｓ２） ３．９３２ ０．０００

３ 基础知识（Ｓ３） ０．５１２ ０．６０９

４ 教师职称（Ｓ４） ０．４３０ ０．２０５

５ 学科动态（Ｓ５） １．６７３ ０．０９５

６ 课堂考勤（Ｓ６） ２．８１９ ０．０３０

７ 课堂到课率（Ｓ７） －１．０９４ ０．３７２

８ 课堂规模（Ｓ８） －３．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９ 课堂互动（Ｓ９） ３．６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０ 课程考核方式（Ｓ１０） －２．６９８ ０．００７

１）Ｓ１的单因素方差的概率Ｐ远小于显著性水平α（α＝０．０５），说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是
课堂教学质量的显著性因素。问卷统计结果中，９５％以上的同学对该观点持赞成态度，经相关性分析显
示，学生对专业知识了解程度越深，对该门课程的课堂效果的满意度越高，即课程教学质量越高。

２）Ｓ２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分析概率Ｐ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说明越是学生感兴趣的课程，该课程
的课堂效果满意度越高，并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课堂教学效果。

３）Ｓ６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概率Ｐ（Ｐ＝０．０３）小于显著性水平，故课堂考勤是课堂教学质量的比较显
著影响，并且调查结果表明，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占有的比例比较均匀，该结果符合实际情况。

４）Ｓ８、Ｓ９、Ｓ１０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概率Ｐ分别为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７，均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说
明课程的课堂规模大小、课堂互动频率、课程考核方式均对课程教学质量具有显著性影响。问卷相关性

分析显示，课堂规模越小的课程教学质量越高，课堂互动越频繁，课程的教学质量越高，这也与实际调查

情况相吻合；接近９０％的学生对课堂考核方式非常关心，调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且接近７０％的学
生希望采用大作业加论文式的考核方式。

５）Ｓ３、Ｓ７、Ｓ４、Ｓ５的Ｐ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说明基础知识、课堂到课率、教师职称、学科动
态这类因素在课堂教学满意度上无显著性差异，对课堂教学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３．２　教学质量因素的影响作用分析
调研和分析发现，影响教学质量各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与影响。为了排除这种相关性对各因

素分析结果的影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重新划分，进一步分析各教学质量因素与课堂教学效果满意

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影响程度，对各教学质量因素按重要程度排序，进行显著性因素的进一步验证。

３．２．１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是各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虽然这种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要对其进

行验证，验证的方式是对各因素进行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根据检验的结果，判断主成分分析（或者因子
分析）是否适用。对问卷数据进行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ＫＭＯ度量值为０．７２，ｐ值小于０．０５，表明检验
的结果与实际吻合，适宜进行主成分分析。

３．２．２　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对各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因素的特征值的碎石图，根据碎石图中的特征值，提取出４个主

成分，研究各因素对每一个主成分的贡献度。研究获得了第一个主因子主要由教师职称、到课率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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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三个因素贡献，这三个因素都是反映课程或教师等课程实体的某些属性的因素，将之命名为实体属

性主因子ａ；第二个主因子主要由学生基础知识和学科动态两个因素贡献，将其命名为知识主因子ｂ；第
三个主因子主要由对专业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学习兴趣贡献，将其命名为兴趣主因子 ｃ；第四个主因
子要由课堂考勤、考核方式和课堂互动三个因素贡献，将其命名为考核－互动主因子ｄ。
３．２．３　主因素的影响程度

由主成份分析得到教学质量影响的４个主因子，由于剔除了各个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可以利
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依据回归系数来判断４个主因子对课堂教学效果满意度（Ｓ１１）的重要性程度，
得出各因素的影响重要程度次序。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兴趣主因子ｃ对课堂教学质量影响最大，然后依
次是实体属性主因子ａ、考核－互动主因子 ｄ及知识主因子 ｂ。结合教学质量因素的显著性检验的结
论，需剔除学生的基础知识、教师职称、学科动态、课堂到课率４个因素，再对剔除后的各因素的主因子
系数乘以因素的贡献度，则得出各课堂教学显著性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次序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因素对教学质量影响排序表

序号 影响因素 标准系数

１ 学习兴趣（Ｓ２） ０．６０３

２ 课堂规模（Ｓ８） －０．３２１

３ 课堂互动（Ｓ９） ０．２６２

４ 课堂考勤（Ｓ６） ０．２２２

５ 考核方式（Ｓ１０） －０．１２４

６ 对专业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Ｓ１） ０．１０８

７ 教师职称（Ｓ４） 无显著性影响

８ 基础知识（Ｓ３） 无显著性影响

９ 课堂到课率（Ｓ７） 无显著性影响

１０ 学科动态（Ｓ５） 无显著性影响

　　注：正号表示因素对教学质量有正向影响；负号表示因素对教学质量有负向影响。

综合单因素方差分析、层次分析法线性模型结果：学习兴趣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首要因素，符合当前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学习兴趣、课堂互动、课堂考勤、对专业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

对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正向相关性；课堂规模、考核方式对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负相关性。

４　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学习兴趣、课堂考勤、课堂规模、课堂互动、课程考

核方式对课程教学质量有显著性影响，而学生的基础知识、课堂到课率、教师职称、学科动态对课堂教学

效果没有显著性影响。综合主成份与回归分析的结果，获得了各课堂教学显著性影响因素对课堂效果

影响的重要程度排序，学习兴趣为第一影响因素，其次为课堂规模、课堂互动、课堂考勤、考核方式等。

学习兴趣、课堂互动、课堂考勤、对专业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对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正向相关性；而

课堂规模、考核方式对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负相关性。

依据实证研究结论，为了提高大学课堂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实践中，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从“要我学”转变到“我要学”，激发学生探索求知欲望。其次，要加强课堂教学互动，通过增设学

生参与环节，活跃课堂氛围，变教师“一言堂”为“群言堂”，促进师生沟通，在双向信息交流反馈机制下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最后，大学应依据不同课程性质，合理设置课堂规模，采用灵活多样的课程考核方

式，为教学方法的实施和课堂效率的提高提供基础条件，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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