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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目标之后 ,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大众化并不只

是一个量的增加 , 更意味着高等教育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对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提出了新的问

题 , 实行学分制是解决大众化教育条件下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有效途径。文章从高等教育发

展形势 、学分制的内涵与特点及产生的背景 、实行学分制的条件和人才培养对社会的适应性

等方面对问题作了论述 , 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实行学分制已迫在眉

睫。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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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学分制 , 虽不能说十全十美 , 但毕竟已逾世纪而不衰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 ,

由于成立之初就定为国家计划经济的一个部分 , 从办学到教学 , 从招生到毕业就业 , 全部纳入国家计

划轨道 , 所以自然就无需实行学分制 , 也无法实行学分制 。但随着国家改革经济体制 , 变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市场经济的框架逐步形成 , 高等教育的体制也随之发生变化 。除中国

科技大学等少数学校教学管理上较早就实行学分制外 , 其他的部分高校在 90年代也开始探究学分制

实行的价值和可能性 。整个 90年代 ,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比较平稳 , 大多数高等学校规模不大 ,

学分制主要只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试行 , 普遍实行的还是学年制 , 或学年学分制 (以学分计量 , 以

学年为台阶)。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改革重点放在现有规章制度的修订和完善上。而近几年高等教育

规模的迅速扩大 , 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提出[ 1] ,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大幅度调整 , 使高等学

校教学质量的高低 , 学校所培养人才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 于是学校又不得不重新

开始考虑学分制 , 社会和大学生们也开始呼唤学分制了。

1　学分制的内涵和意义

高等学校教学管理上的学年制和学分制的区别:前者以学生是否学满规定年限 , 并取得合格成绩

作为能否准予毕业条件的制度 (学年学分制基本框架是学年制);后者以学生通过学习考核所获得的

学分是否达到规定要求为衡量能否准予毕业的制度。学年制便于计划管理 , 某行业需要多少某类人

才 , 就下多少计划 , 经过 3 ～ 5年学习 , 按计划如期毕业 , 如期分配工作 。其管理方式与中学也大体

相同 , 新生无需学习高等学校新的管理制度就能适应 , 教学管理 、 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无须征求学生



意见 , 依照专业目录规定 , 按年级顺序开设相应课程 , 教师按教学计划安排课时 , 准时上课 , 作业 ,

考试 , 直至毕业 。学年制管理的基本特点是单向的。学分制则便于满足学生个人要求 , 每个学生都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 , 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 自己的奋斗目标 , 为自己度身制订培养计划 , 并依次安排

自己的学习进程 。因此在学分制管理中 , 教学活动一开始就是双向的 , 甚至是互动的。受教育者要为

自己 4年的学习做慎重的思考 , 管理者要把自己的工作始终和学生的要求紧密结合 , 教师教学要能满

足听课学生不断提高的要求。由于三者是交互的 , 谁都不能单方面来做决定 , 因此 , 三者都得做调查

研究 , 不断协调三者关系 , 管理环节比较多而繁复。不动脑筋的学生只能混日子 , 教务管理和学生管

理缺乏学生的配合 , 会把教学和生活秩序搞乱 , 只顾自己埋头教课不顾学生要求的教师更难以在讲台

上长呆下去 。学分制管理相对于学年制是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 , 灵活得多也繁复得多。10多年前 ,

学生自定奋斗目标被作为 “自我奋斗” 的个人主义思想受到批评 , 教师更不敢擅自鼓励学生个性发

展 , 因而在当时实行学分制的外部环境也不成熟 , 普及自然就慢。

有人说 , “实行学分制无非是把每门课程折合成学分而已” 。他们把学分制和学年制的区别简单地

理解为一个 “折算问题” , 认为把每一门课程都折算成学分 , 就算是实行了学分制 , 这种看法显然是

一种误解 , 十分片面 , 忽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从根本上说 , 学分制是选课制 , 学分只是选课量的一

种计算方法。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 、特长以及毕业以后的工作需要 , 调整专业要求 , 确定自己学习课

程目录 、 顺序和时间 , 并根据学制的规定 , 提前 、延迟或正常期限毕业。实行学分制后 , 同时进校的

学生 , 可以有不同的教学进度 、不同课程选择和不同毕业时间 。学分制下培养的学生即使专业相同 ,

专长可能各异 , 毕业生因此才可能各有特点和鲜明个性。选课制就是解决人才的特色问题和个性化问

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欢迎有个性的各类人才 。从人才培养的规律看 , 我们认为

文化层次愈高的教育 , 学习者学习主动性愈高 , 所培养的人才的个性愈鲜明。个性化是高层次人才的

特色 。

实行学分制 , 在原则上学生可以选择课程 , 选择课程学习的先后次序 , 选择授课教师;允许跨系

听课 , 甚至跨校选课;允许提前或延后毕业 。因而学分制的实行必将打破学年制下的 3个主要框子 。

首先是 “年级” 框子 。学生自己选课 , 1年级的可能选 2年级的课程 , 3年级的也可以选 1年级

的课程 , 也就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可能同时上同一门课 , 同一年级的学生可能不在同一课堂听课。这

样 , 学年制中最重要的 “年级” 被打破了。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就要重新制定一套选课教学管理办法 ,

不论是模块组合式的 , 还是必修课加选修课 (指导选修和自由选修)的或是其他 , 还要包括一整套免

修规则。这是一套远比学年制管理繁复得多的管理体系 , 包括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严密的管理软件 , 要

不就会出现管理混乱 。

其次 , 由于 “年级” 被打破 , 学生的班级和团组织管理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进校时同一年级 , 同

一班的学生 , 因为不能经常在同一班团组织活动 , 相互的共同语言较少 , 集体的凝聚力就会淡薄;他

同时又常常与其他班级同学在一起学习交流 , 因而又会回过来减弱对原来班团的向心力 。学生的班团

组织活动就会难以开展 , 甚至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 , 学生寝室的状态也会有所改变 , 同室学生如果相

同课程较多 , 相互活动频繁 , 这寝室可能就是学生生活和学习交流的小集体;反之 , 相同学习内容甚

少 , 可资交流的共同语言不多 , 寝室就可能只是一个睡觉的 “旅店” 而已 。以上情况出现就要求学校

学生管理部门更换管理思路 , 重新制定学生管理办法。无疑这是全新的工作 , 需要管理人员重新思

考 , 创新工作。

第3个框子是系和学校的行政框架 , 随着学分制推行也有可能被突破 。学分制条件下 , 学生不仅

可以在本专业内跳年级选课 , 还可以跨专业跨系 , 甚至跨学校选课 。目前 , 浙江省杭州市文教区西北

片的若干所高校正在协议相互交流课程 , 各自提供若干门特色课程向参加协议的其他学校学生开放 ,

相互承认学分。我们可以设想 , 随着远程教育的发展 , 学生通过网上教学 , 下一步可能出现跨地域的

选修课程。无疑跨专业跨系跨学校甚至跨地区的选修课程 , 就有可能为学生提供最优秀的学习机会 ,

作为对学生所在学校弱势课程的一个补充 , 会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成才水平 。因此这种突破或

许将是一种趋势 。在今天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 , 如果无视这种趋势 , 固守原有的一个专业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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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自筑篱笆小国寡民不相往来 , 那么 , 所培养的学生难保孤陋寡闻目光短浅 , 将难以受到社会的欢

迎。面对这种趋势 , 系与系之间如何协调就会摆上议事日程 , 校与校之间如何合作也将要有所考虑。

这是学年制下所不会出现的问题 , 也是学年制管理难以解决的问题 。校内校外的教学协调和合作是实

行学分制后不可回避的新问题 。学校领导要敢于直面学分制带来的变化 , 调动学校的各有关部门 , 科

学地解决这一系列新的问题。

2　呼唤学分制

实行学分制的呼声有好几年了 , 已经有了不小的成绩 , 但到我国高等教育大步走向大众化阶段的

时候 , 对学分制的呼唤又强烈起来了。

首先是招生数量的迅速扩大 , 招生的录取率年年攀升 , 为 “确保教学质量” 而呼唤学分制 。1998

年全国高校新生录取率为 36%, 1999年为 49%, 2000年为 56%;浙江省 1998 年为 35%, 1999年

48%, 2000年 63%, 2001年 68.3%;北京 、 天津 、上海 、 辽宁 、江苏等若干省市 2000年的录取率均

已经达到 70%左右或更多[ 2] 。录取率上升 , 就是录取分数线下移 , 也就是新生入学的学习质量要求

降低。这势必影响学校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这里且不说学校教师不足而大量开设 “大班课” , 也

不说设备不足而减少实践教学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教师面对高考入学成绩差距如此之大的新生 , 往

往显得束手无策 , 而许多学校的办法是降低考试要求 , 降低及格分数标准 , 牺牲学校文凭的含金量。

有些人不喜欢 “严进宽出” , 主张 “宽进严出” , 但现在不少学校实际上却是 “宽进宽出” , 大面积降

低教学质量 。要真正做到 “宽进严出” , 就要实行学分制管理 , 不降低标准 , 一门一门过关 , 按规定

要求毕业 。不按年级留级 , 不及格的课程可以重修;实行弹性学制 , 修满规定学分 , 或正常年限 , 或

提前或延后毕业 。入学标准低了 , 每门课及格标准把严了。学习年限可以延长 , 毕业关口毫不放松 ,

才是真正做到 “宽进严出” , 也就做到了中央 “确保办学质量” 的要求。

近年来 , 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就业政策的调整 , 也触动了教学管理改革 。国家不再包办大学毕业生

的分配 , 改为国家政策指导 , 学校推荐 ,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 “双向选择” 。毕业生要以自己的学习成

绩和能力到人才市场推销自己 , 或开始精心策划自己的创业 , 而社会单位也不会照单全收所有的大学

毕业生。求职或创业的关键是所学专业的质量和对社会的适应 。高等教育精英教育阶段的毕业生分配

趋向是干部和较高的管理层 , 学生一进大学门就列入 “干部” 系列 。大众化阶段的毕业生则主要面向

人才市场 , 单位不论大中小 , 企业不论公有制或私有制 , 地域不分城市 、 农村和山区 , 都是毕业生就

业的去向 。就业面的扩大 , 用人单位的千差万别 , 对毕业生主观适应能力要求就会大大提高 。对高校

毕业生就业 , 改 “组织分配” 为 “自主择业”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毕业生适应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在 4年就读过程 。一般说 , 高等学校培养人才规格对社会的适应度

主要靠2个层次调节 。第 1个层次是专业目录设置要符合社会需要 。我们国家目录的调节主要靠拓宽

专业口径来适应需要 , 所以专业目录上从 1 000多个减到 504个 , 后又减到 249个 。专业口径宽了 ,

服务面也宽了 , 适应面也大了 。第 2个层次是教学活动 。学校执业专业目录具体到人 , 应有不同的特

点 , 这样才能适应五花八门的各类工作岗位 。如果专业目录在具体执行中 , 一种专业只有一个模子 ,

那么 249个专业 , 就只能有 249种模式 , 怎能适应如此不同的社会需要呢 !江泽民同志说 “必须坚决

克服用 `一个模子' 来培养人才的倾向 。” 而学年制管理往往只能一个专业一个模子 。在学分制管理

中 , 恰恰可以调动教学活动最活跃的因素 , 即用调动学生自身的积极性 , 来培养自己所学专业的适应

能力 。也就是说 , 我们的教育要 “使他们的特长和潜能都得到发展 , 使他们都能有适合自身的发展方

式”[ 3] 。所以第 2个层次调节的关键就是 “学” 的积极性 。

2000年起 , 国家教育部公布中央部委高校的初次就业率 , 2001年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开始公布

所属高校初次就业率 。毕业生就业率直接影响当年和今后学校的招生 , 无疑使高等教育提高对社会的

适应大有促进作用。学校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办法 , 除了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外 , 在人才培养中强调个

性化 , 提高适应性 , 就要加快推进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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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行学分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 , 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比我们高得多 , 但大学生由于专业不对口而大量找不

到工作的情况并不明显。其根本原因是适应性强 。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方法很多 , 学分制是其中

较为成功的一种 。现在看来也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教学管理体制 , 许多学校的成功经验已经可

以证明 , 但在尚未实行的学校来说 , 还是困难重重。

实行学分制的困难主要有 2层 , 一层是具体的 , 另一层是思想上的。

实行学分制需要更多的教室 、 教师和实验室 。现在各校都在扩大招生 , 人满为患 , 教室 、教师和

实验设备严重不足 , 确是普遍现象。但也应该看到 , 几乎任何一所高等学校都在大规模扩建教学楼

舍 , 几 乎 每一所 高校 都在 大批 引进 各类 教师 。虽 然我 们的 高等 学校 经费十 分紧 张 , 但 近 几年 投入 也确

实大有 增加 , 条 件正 在改 善 。我 们 不 能等 到 校 舍 宽 敞 , 设 备 齐 全 , 师 资 充 足之 后 再 来 开 始 搞学 分 制

吧 ! 何况 实行学 分制 , 提 高学 生选 课的 自由 度也 是逐 步加 大 , 逐 步 到位的 。许 多学 校成 功经 验都 可以

给我 们以 借鉴 。

较大的 难题 可能 是几 十年 的思 维定 势难 以很 快改 变 。我 们这 里 正 要 用上 大 学 常说 的 一 句话 :“教

育思 想 、 教育观 念的 改革 是先 导 。”[ 4]
事 实 上 也 只 有 突 破 和 变 革 教 育 思 想 和 观 念 , 才 有 可 能带 来高 教改

革的 新突 破和大 步前 进 。我们 要从 高等 教育 发展 的大 局上 考察 我们 今天的 工作 。计 划经 济指 导下 的高

等教 育是 按计划 办事 的 , 培 养 的人 才是 适应 国家 干部 和高 层管 理岗 位的 ;社会 主义 市场 经济 条件 下的

高等教 育是 按社 会需 要办 事 的 , 是 服 务 于 社 会的 各 行 各 业 的 。2001年 1年的招生数 250万大大多于

“文 革 ” 前 17年的高校招生数236万[ 5] 。大 学生 数量 多了 , 社 会对 他们 的要 求变 了 , 我 们 的管 理 思想

也要跟 着改 变 。今天 , 我 们呼 唤学 分制 , 就 是让 我们 的 教学 工 作 能更 多 地 培养 有 个 性 的 、 有特 色 的 、

受社 会欢 迎的高 层次 专门 人才 。

参考 文献 :
[ 1]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 深 化 教 育改 革 全 面 推 进 素 质 教 育 的 决 定[ N] .中 国 教 育 报 , 1999-06-20 (1).

[ 2] 纪 宝 成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的 政 策 选 择[ J] .教 育 科 研 参 考 , 2000 , (24):5-9.

[ 3] 李 岚 清 .深 化 教 育 改 革 , 全 面推 进 素 质 教 育 ,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 而 奋 斗[ N] .中 国 教 育 报 , 1999-06-21 (1).

[ 4] 周 远 清 .跨 世 纪 的 课 题 :改 革教 育 思 想 教 育 观 念[ A] .周 远 清 .周 远 清 教 育 文 集[ C] .北 京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 2001.383.

[ 5] 郝 维 谦 , 龙 正 中 .高 等 教 育 史[M] .海 口 :海 南 出 版 社 , 2001.613.

Popularization ofhigher education and creditsystem

CHEN Jing-you1 , YU Qiu-hong2 , ZHANG Zu-kui3

(1.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 Linnan 311300 , Zhejiang , China;2.College of Management ,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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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oesnt simply mean an increase in student enrollment , but more

importantly , it means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education.Credit system is an effective way in which the solution

to quality problem could be found.This paper , after discus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redit system , conditions and prerequisites for existence , further points out the urgent need to

adopt credit system in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under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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