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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评析

——— “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 学术沙龙

贺祖斌 杨婷婷 陈丹丹 刘微微 等*

【摘  要】 2020 年, 我们梳理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十件大事: 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明确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并擘画教育发展蓝图; 《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发布, 明确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任务书和路

线图; 疫情状态下的在线教学成为常态, 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 首届全国研究生

教育会议召开, 为研究生培养指明方向; 教育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加

强思想引领; 强化体美劳教育, 均衡 “五育” 发展; 《新文科建设宣言》 发布吹

响新文科建设开工号, 开辟 “四新” 学科建设新征程; 《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

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 发布, 中西部高等教育迎来均衡发展新机遇; 构建校企

合作新型学院, 培育应用型、 创新型人才; 《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

实施方案》 公布, 明确转设时间表, 为应用型高校发展带来新机遇。 通过梳理

年度十大事件, 参与成员对事件进行多方位评析, 主持人以学者身份参与讨论、
点评和总结, 多维度地回顾和呈现 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沿动态, 凝练

和思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脉络。
【关 键 词】 高等教育普及化 教育评价改革 在线教学 研究生教育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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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建设

一 普及化: 落实五中全会精神, 推进

高等教育 “十四五” 规划

(一) 事件回顾

2020 年 10 月 29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 全会指出 “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 教育部要求把全会精神落实到 “十四

五” 教育发展全过程、 各环节, 为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 建成教育强国开

好局、 起好步。[1]

(二) 集体讨论

刘微微 站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擘画了教育发展蓝图。 作为教育工作者, 理应秉承工匠精神, 爱岗敬业、 追求精益、
专注信念、 敢于创新, 负起教书育人的责任担当与使命, 助力高校更好地发挥人才引

育功能。
黄 令 2020 年是 “十三五” 收官之年, 也是编制 “十四五” 规划的关键之

年。 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 编制 “十四五” 规划是各个教育组织和机构加强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规划” 成为本年度高等教育界的一个关键词

和热点。
李 娜 各省各校在科学编制高等教育 “十四五” 规划中, 应着力在高校人才

培养体系创新、 学科专业结构优化、 社会服务能力提升、 教育评价机制改革、 中外合

作办学以及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开新局、 应变局。
周坚和 “十四五” 期间, 各级各类高校都将致力于通过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

等途径, 构建创新、 协调、 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 高校要充分利用 “放管服” 改革

契机, 在制度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上大胆前进, 实现关键环节改革的破冰, 释放办学

活力。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 “十三五” 收官、 “十四五” 开局的重要历史

交汇期召开的, 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全会指出,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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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

刻复杂变化。 在此背景下, 我认为总结 “十三五”、 谋划 “十四五”, 协调处理好发

展与规划的关系是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最为关键的两大任务。
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 “十三五” 时期, 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 普及化

阶段的高等教育将呈现多样化、 个性化、 现代化等趋势。 我认为多样化表现在高等教

育质量标准、 评价标准、 发展路径、 发展类型等方面: 制定多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质量标准; 改革教师评价标准, 突出教育教学实绩; 探索建立完善的高等学校分类发

展政策体系, 通过分类设置、 分类指导、 分类支持、 分类评估, 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

位、 特色发展等。 个性化要求高等教育以学习者为中心, 建立渠道更加畅通、 方式更

加灵活、 资源更加丰富、 学习更加便利的终身学习体系, 实现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高质量、 可选择、 个性化的高等教育。 现代化的基础在于信息化, 高等教

育要适应信息化不断发展带来的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 教和学关系的革命性变

化, 推动信息技术在教学、 管理、 学习、 评价等方面的应用, 以信息化推动高等教育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的法治化、 制度化和规范化等。
我在 《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十大要点》 一文中指出, 做好高等教育 “十四

五” 规划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是向后看, 即对 “十三五” 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评

估分析, 结合具体指标进行总结和反思; 二是向上看, 面向 2035 年, 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对接国家、 区域发展战略部署, 明确区位优势与不

足, 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 三是向前看, 以理论为指导, 关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的前沿成果, 借鉴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经验; 四是向下看, 即自上而下开展调查研

究, 以问题为导向, 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要求。[2] 总之, “十四五” 时期

高等教育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

发展的战略支撑,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高

等教育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 教育评价: 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的路线图

(一) 事件回顾

2020 年 10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 《总体方案》 ), 《总体方案》 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任务书和

路线图。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改革的文件,
也是指导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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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体讨论

郭云卿 《总体方案》 突出了新时代以立德树人为主旨的教育评价理念, 涵盖

学校评价、 教师评价、 学生评价、 用人评价, 贯穿教育治理体系的全过程, 确立五个

评价主体, 为切实解决高校 “重科研轻教学” 的难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孔 苏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 教育评价的本质是对 “培养人” 的评价, 培养

人首要看重的是德行。 《总体方案》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证明人的德行评价将

成为教育评价的重要内容, 这将有利于扭转当前教育评价不合理的趋势和导向。
陈丹丹 《总体方案》 直面教育评价领域的各种顽瘴痼疾, 从源头上对教育评

价改革进行规范设计, 然而, 如何实现 “破而后立”、 避免 “破而不立” 或者流于表

面的实然困境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李 娜 要落实评价改革任务, 我以为有三个关键点: 一是转变传统教育评价目

标, 明确育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二是全面细化教育评价标准, 完善教育评价机制; 三

是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教育评价的积极性, 加强教育评价现代化。
陈 洋 我比较关注 “用人评价” 这一维度, 教育部相关通知进一步明确破除

“唯文凭” 的用人导向, 强调人岗匹配、 以品德与能力为导向的人才使用机制, 改变

人才 “高消费” 状况, 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氛围, 更好促进 《总体方案》 落

实落地。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要抓好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和落实落地, 构建符合中国实际、 具有世界水

平的评价体系。 《总体方案》 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最高规格文

件, 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全面、 系统的改革方向和实施路径, 是新时代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 破解教育顽瘴痼疾的纲领性文件。 确立了党委和政府、 学校、 教师、 学生、 社

会用人单位等五个评价主体,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主线, 以破 “五唯” 为导向, 着力

做到政策系统集成、 举措破立结合、 改革协同推进。
教育评价关系育人方式、 办学模式、 管理体制、 保障机制诸方面的改革, 关系政

府如何管教育、 学校如何办教育的重大问题。 《总体方案》 的出台, 找准了教育综合

改革的突破口, 对今后教育评价深化改革、 科学转型具有鲜明深刻、 意蕴丰富的引领

指导作用, 明确了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路径。
《总体方案》 明确,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坚决克服唯分数、 唯升学、 唯

文凭、 唯论文、 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这一问题表现为以分数和升学率为唯一依据来评

价学生、 学校和教育从业人员, 以文凭、 论文和帽子为唯一依据来评价人才。 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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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经成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阻力。 贯彻落实 《总体方案》, 要深刻反思、 克服教

育各领域、 各环节存在的 “五唯” 问题, 破立并举, 提高改革实效。
《总体方案》 中涉及高校教师的评价更加明确。 比如, 教师评价方面, 不得将国

(境) 外学习经历作为教师聘用和职称评聘的限制性条件; 落实教授上课制度, 对未

达到要求的给予年度或聘期考核不合格处理; 科研评价方面, 以质量为导向, 不得将

论文数、 项目数、 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 奖励挂钩; 根据不同学

科、 不同岗位特点, 坚持分类评价, 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 淡化论文收录数、 引用

率、 奖项数等数量指标, 突出学科特色、 质量和贡献; 等等。 这些规定对于目前高校

人才引进、 科学研究、 学科建设等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新机遇。

三 在线教学: 疫情背景下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一) 事件回顾

12 月 3 日, 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公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国高校全部实施在

线教学, 108 万名教师开出课程合计 1719 万门次, 在线学习学生共计 35 亿人次, 改

变了高等学校教师的 “教”、 学生的 “学”、 学校的 “管” 和教育的 “形态”, 形成

了时时、 处处、 人人皆可学的教育新形态。[4]

(二) 集体讨论

蒲智勇 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 不仅有效抵御了疫情给教育系统

带来的冲击, 而且给中国教育变革植入了信息技术创新的基因, 在客观上提升了各界

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 加速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陈丹丹 在线教学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共用, 从长远出发, 应将在线教学

作为战略工程并使之走向常态, 加快构建完整、 系统的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

受教育机会的人人平等、 教育资源的有效共享、 教育质量的有益促进。
罗惠君 本次在线教学是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和首次实验。 中国企业推

出的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 满足了高校海外留学生的学习需求, 为世界高等教育提

供了 “中国方案”。
潘杰宁 高校实施在线教学具有天然的优势: 一是教师与学生作为成年人, 对技

术的理解和运用更为全面; 二是高校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前期投入为在线授课奠定了

基础。 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反映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经受住了现实考验。
杨婷婷 教育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语言、 非语言符号的互动以及情感的碰撞是教

育拥有烟火气的根源。 当工具逐步取代人成为媒介时, 如何消减负面影响应引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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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管理者的关注和反思。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全国近 2700 所高校严格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与全国人民

一起加入抗疫前线, 按照教育部 “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 的要求, 开展大规模

的在线教学。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 这对于高校教学改革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

个契机。
本次在线教育的教学规模、 教学范围和影响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不仅成功应对

了特殊时期的教学危机, 而且极大促进了在线教育的实践。 “互联网+” “智能+” 技

术的在线教学已经成为中外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线教育在未来会成为常态,
会渗透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 我们应抓住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契机, 融合发展线下和

线上教学模式, 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教学管理方面,
可以依据在线教学的大数据实时把握教师教学与学生反馈, 在此基础上对高校的专业

评估和课程设置做调整。 教师课堂方面, 线上教学弥补了线下教学的缺陷, 在教师的

教学辅助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线上课堂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自主空间, 协助学生完

成从 “他学” 到 “自学” 的转向。 教学效果和评价方面, 在线人数和授课时长可以

作为标准之一, 较为客观地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 学习革命必然推动高等教育深刻变

革, 如何提升在线教学质量、 如何合理利用资源依托在线教育来促进教育公平、 如何

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有效评价、 如何确保解决教师与学生情感交流减少等问题, 值得

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四 内涵式发展: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

推动创新人才培养

(一) 事件回顾

7 月 29 日,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生教育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研

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 提高创新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

(二) 集体讨论

孔 苏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由大规模向高质量转变, 需要把握两对关系。 一是

“进口” 与 “出口” 的关系。 二是 “精” 与 “专” 的关系。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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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公布, 意味着招考的严格, 牢牢把握研究生入口关和出口关,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何俊生 当前研究生教育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过度强调导师的学术指导能力,
忽视导师的师德师风建设; 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相脱节, 学生的创新能力普遍不足;
评价制度与培养质量不协调, 在研究上重结果轻过程、 重数量轻质量等。

罗惠君 我国在学研究生总规模今年将达 300 万人, 专业学位硕士招生占比目前

已超过 60%。 然而, 相较其他发达国家, 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仍处在摸索发展阶段, 其

培养模式仍依附学术学位教育, 未展现出培养高级技术型和应用研究型人才的独特

优势。
张颖佳 教育作为人才选拔、 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手段一直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 研究生逐年扩招势必带来高学历人才队伍的扩大, 由此带来的学历贬值及内

卷程度加深是我较为忧心的问题。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教育部印发通知, 明确 2020 年硕士计划扩招 18. 9 万人, 我国研究生在

读人数突破 300 万人大关, 我国已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 首届研究生教育会议以及为

落实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而出台的一系列举措中, “创新改革” 成为关键词。 《关于

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 ～
2025) 》 等的出台, 预示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新的征程, 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

和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

阶段, 而研究生教育作为新时代 “精英” 教育, 为国家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 保证

研究生教育质量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应该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

加强。
一是强化导师队伍建设, 坚持立德树人, 坚持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两条腿走路,

导师对研究生进行全方位的指导, 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 因此, 高校要

严控导师队伍质量, 重视师德师风建设。
二是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学科建设要适应甚至引领社会发展, 研究生教育要立足

国家科技前沿和人才紧缺领域, 关注交叉学科和学科群建设, 培养复合型高水平

人才。
三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发展空间仍然广阔, 要充分发

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优势, 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的教育服务, 为社会培养不同类

型的人才。
四是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开放合作, 广泛吸取国外高等教育办学经验, 借鉴先进的

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 开阔研究生的国际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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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重视关键领域, 2020 年开展的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
智能科技、 新材料、 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 本硕博贯通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

尖的学生。

五 课程思政: 全面落实高等学校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 事件回顾

教育部印发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 ), 全面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纲要》 指出,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

措, 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 发挥好每门课程的

育人作用,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6]

(二) 集体讨论

郭云卿 教师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是教师, 优先全面提升大学教师思政育人的意识

和能力, 才能真正实现全员育人。
潘杰宁 对于广大教师来说, 课程思政是一个新生事物, 只有解决了 “为何教”

“教什么” “在哪教” “谁来教” “谁来管” 等基本问题, 才能真正解决专业教育与课

程思政 “两张皮” 的现象。
黄春蕾 “课程思政” 不等同于 “思政课程”, 课程在先、 思政在后, 意味着通

过各类课程资源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并不仅仅专属于个别思政理论课程, 如此建立全

方位课程思政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陈 洋 习近平总书记说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像盐, 要把它融入每道菜中自然而

然被吸收。 课程思政需充分结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成长特质, 并挖掘课程思政资源、
创新思政教育形式, 坚持立德树人、 落实 “三全育人” 工作方针。

王文丽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要紧紧抓住课堂教学 “主渠道”, 推进思政建设与专

业课程内容相融合, 纳入知识传授、 思维培养的全过程, 增强学生专业认同感和使

命感。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纲要》 的印发, 是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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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的关键举措, 为高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发挥课

程育人作用提供了重要指导。 《纲要》 从内容体系、 课程教学体系、 课堂教学建设、
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和能力、 工作机制等全流程, 系统化地对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进行了安排部署, 力图构建思政课程、 课程思政互相补充、 相辅相成的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 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解决专业教育与思政

教育 “两张皮” 的不合理现象, 全面形成育人合力、 发挥出课程育人应有的功能。
从 “思政课程” 向 “课程思政” 转变, 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化。 这

就要求不只是思政课教师, 所有教师都是育人的 “主力军”; 不只是思政课程, 所有

课程都是育人的 “主战场”; 不只是课堂教学, 课外教学、 实习实践都是育人的 “主

渠道”。 课程思政不是课程本身的单一改革, 课程本身可以看作分类知识的集合, 在

教与学的过程中, 隐含着知识文化、 教学文化、 思想文化等。 在具体建设过程中, 各

专业各类课程要充分挖掘各学科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 使思政教育 “入耳、 入脑、 入心”,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 育人

与育才的有机统一, 提升课程思政水平和实效,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我认为, 课程思政落到实处要把握好教师、 课程、 课堂三个关键载体。 因此, 高

校在制定本校课程思政建设方案时, 着重构建五个体系: 一是聚焦规划设计, 构建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二是创新教学改革, 打造立体化思政育人课程体系; 三是提升

教育教学能力, 组建优质课程思政教师队伍体系; 四是强化标杆引领, 塑造课程思政

特殊示范体系; 五是增强建设的规范性与有效性, 加快构建课程思政工作评价体系。

六 体美劳教育: 培养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 事件回顾

3 月 20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 7 月 7 日, 教育部印发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 10 月,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和 《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7]

(二) 集体讨论

何俊生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把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写入党的教育方针,
提出培养 “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然而, 以分数为主的教育评

价导致 “五育” 失衡, 中央系列政策的颁布为均衡 “五育” 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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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文 劳动教育绝不是指让学生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甚至重复性机械操作, 其核

心和本质是发挥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 高校劳动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学生懂劳动、 会

劳动、 爱劳动, 而且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使学生在劳动中塑造自我,
实现向知理论、 重践行、 树信仰的转变。

蒲智勇 本科生、 研究生送外卖成为新闻热点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对大学生从事体

力劳动的偏见, 教师、 家长甚至学生自身对开展劳动教育的看法不一, 固有偏见的消

除任重道远。
黄春蕾 我较为关注的是实施效果的评价问题, 如何就体、 美、 劳教育实施效果

进行科学、 客观评价? 以美育为例, 对美的理解和认知各异, 如何衡量对错、 优劣?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2020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系列关于加强劳动教育、 体育、 美育工

作的意见, 对此,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 劳动教育。 由于劳动教育被淡化、 弱化, 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不珍惜劳动成

果、 不想劳动、 不会劳动的现象, 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要求有较大差

距, 因此应切实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旨在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 养

成良好的习惯, 劳动教育磨炼心智的过程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另外, 在

未来的劳动教育发展中, 只有把握好 “度”, 即协调 “五育” 齐头并进、 强化 “五

育” 相互结合、 倡导积极适当劳动、 避免变相体力劳动, 才能正确发挥劳动教育在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第二, 体育。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进入普及化阶段, 但地区之间高等教育发

展不均衡问题以及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依然值得被重视。 新时代高校体育工作的推

进, 离不开对中西部地区体育办学条件的改善, 可以从配备专业师资队伍、 完善场地

设备器材、 整合地区多方资源等方面入手, 协调东部地区优势体育资源实现共享, 着

重增强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第三, 美育。 美育是潜移默化培养学生心灵的过程, 也是促进德育智育发展的环

节, 更是贯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虽然美育更侧重于意识层面的培养, 但在培

养全面发展人才的过程中美育并不是封闭的, 其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 我们可以从道

德、 智慧、 体育、 劳动中发现美的足迹, 德育、 智育、 体育、 劳动教育中也可以渗透

美育的元素。 因此, 高校推进美育工作不仅应该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牢

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 而且要注重树立融合创新理念, 充分

将美育贯穿学科课程与实践活动全过程, 使之渗透德育、 智育、 体育、 劳动教育全方

位, 培养具有高尚品格、 创新能力的全面高素质人才。
劳动教育、 体育、 美育归根结底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任何一项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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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发展的, 所以要德育、 智育、 体育、 美育、 劳动教育并举。 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高校教育中如何将劳动教育、 体育、 美育融入课程、 社团、 生活及各项活动中, 以

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七 新文科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文科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一) 事件回顾

11 月 3 日, 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

召开, 发布 《新文科建设宣言》, 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 会议指出, 文科教育

是培养自信心、 自豪感、 自主性, 产生影响力、 感召力、 塑造力, 形成国家民族文化

自觉的主战场、 主阵地、 主渠道。 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 构建以育

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 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 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8]

(二) 集体讨论

王国亮 新文科建设于 2018 年 10 月初现端倪, 2020 年, 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召

开和 《新文科建设宣言》 的发布, 为新文科建设制定了施工图, 吹响了开工号, 对

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大引领意义。
陈庆文 新文科建设不仅影响文科本身, 而且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全局。 教育部关

于新文科建设的立意高远, 对于提升综合国力、 坚定文化自信和培养时代新人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李 娜 落实 “新” 关键在于三 “破” 三 “立”, 即要打破以单向度知识传授为

主的定式思维, 打破以单一性学科为主的知识壁垒, 打破制约融合创新发展的制度藩

篱; 树立以融会贯通、 全球视野为取向的博雅教育理念, 建立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

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科教育体制机制。
孔 苏 文科, 与理工科最大的不同是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 我想 “新” 的主

要表现也聚焦在这两点。 文科思维倾向复杂与模糊, 不追求结果的唯一性, 研究方式

多为思辨或文献研究。 新文科如果全套移植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 很难说是

真正的 “新”。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新文科建设宣言》 的发布, 是教育部 “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

—422—

高等教育评论 (2021 年第 1 期 第 9 卷)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FTh
9/tP
Jvsa
4F8
ICr
HH
pfA
7O
zwm
jZN
/ky
Yyv
6A
Ni4
Gw
6xY
54y
Y1b
X7d
u3V
f7c
fje

新文科” 建设中的主要举措之一。 什么是新文科、 为什么建设新文科以及如何建设

新文科? “新” 不仅涉及思维和研究方式, 而且是学科交叉、 融合的一个体现。 新文

科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 目的是培养知中国、 爱中国、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

文科人才、 社会科学家, 构建哲学社会学中国学派, 创造光耀时代、 光耀世界的中华

文化。 对于为什么建设新文科, 刚刚同学们其实已经谈到了, 因为文科教育拥有独特

地位。 我们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社会大变革呼唤新文科、 国家软实力需要新文

科、 新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 文化繁荣需要新文科。 高等学校如何推进新文科建设?
正像 《新文科建设宣言》 中强调的一样, 需要突出几个方面。

一是要促进专业优化,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

入融合, 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 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 实现文科与理工农

医的深度交叉融合, 不断优化文科专业结构。
二是夯实课程体系, 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 实践教学课程, 培养学生

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
三是推动模式创新, 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 开展法学、 新闻、 经济、 艺术等

系列大讲堂, 促进学界业界优势互补。
四是打造质量文化, 坚持学生中心、 坚持产出导向、 坚持持续改进, 构建中国特

色文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文科特色质量文化, 强化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 促

进文科人才培养能力持续提升。
以上述几个方面建设作为基础, 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

同时, 更应夯实基础学科、 发展新兴学科、 推进交叉学科。 我想, 要将新文科建设的

理念和方案落实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 需要学校顶层设计、 文科学科、 教学管理、 广

大师生共同参与和努力。

八 均衡发展: 新时代振兴中西部

高等教育新机遇

(一) 事件回顾

9 月 1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

育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 ), 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推动实现内涵式发展, 主动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扎根中国大地办

大学, 突出优势特色、 汇聚办学资源、 促进要素流动, 有效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

动力和发展活力, 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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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体讨论

周坚和 2018 年后, 我国确定了雄安新区、 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 海南自贸

试验区和 “一带一路” 以及中西部地区的 “四点一线一面” 高等教育的战略布局,
其中中西部地区是战略发展布局中的弱点和短板, 需要重塑和打造。

王国亮 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集中, 适度 “抱团取暖” 将成为质量提升的

重要路径。 中心城市与周围中小城市形成合理产业梯度, 主动跟随核心城市发展步

伐, 逐步形成高等教育系统与城市资源构成接轨协调、 辐射带动、 互利共赢的良性生

态系统。
杨婷婷 大学组织的全部艺术在于供应一支用想象力点燃学问的教师队伍。 发展

中西部高等教育, 核心在于构建优秀师资队伍, 培植当地人才、 引进并留下外来人才

是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的主渠道。
黄春蕾 我认为 “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 是调动东部优势资源支援中西部地

区的一个典范, 既符合新时代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精神, 也有助于弥补西部地区高等

教育的短板, 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张颖佳 教育资源的转移需要时间, 在无法促进教育资源快速流动的前提下, 中

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深度挖掘自身资源优势, 形成办学特色, 助力区域和社会

发展。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刚参加在西安举行的 “西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联盟” 成立

大会, 对落实中央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有更深的体会。 中西部高等教

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是弥合东西部高等教育差

距, 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仅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

一流的学科不足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必定是一个相

对均衡的生态系统。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失衡现象持续已久, 整体上看, 我国高等

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 但是中西部省份如云南、 广西、 贵州、 西藏等仍处于高等教育

大众化阶段。 我认为, 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从以往粗放型的省域布局转变成精细化的城

市布局。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中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资源主

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如昆明、 成都、 重庆。 西部区域内也存在着不平衡, 以广西为

例, 高校资源不多且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少。 全区高校共有 85 所, 从高校布局结构

来看, 本科高校主要集中在南宁和桂林这两个城市, 广西高等教育的集群发展, 必须

以南宁和桂林为中心加强高等教育集聚区建设, 着力提升高等教育水平, 努力形成高

等教育领域的 “双核驱动”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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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我认为,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根据不同区域发展特点, 综合考虑各个城市的产业、 文化和历史等因素, 形

成独具地方特色、 有利于地方产业发展的高等教育, 特别是要充分挖掘与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相向而行的内在规律, 围绕中西部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需要,
构建大学与城市、 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二是形成区域高等教育特色办学、 错位发展

格局。 高校根据自身办学层次、 办学类型及资源优势不同, 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 集

中资源, 突出亮点。 三是深化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高校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中, 构建高校、 企业、 行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协作、 优势互补、 资源整合、 开放共

享的协同育人体系。 四是东部高等教育支援中西部发展, 扶持现有高等院校, 重视人

才培养、 提升教育质量。 我相信, 经过国家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持和它们的自身努

力, 可逐步形成同中西部开发新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

九 产业学院: 构建高等学校

校企合作的新型学院

(一) 事件回顾

2020 年, 教育部先后印发 《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 (试行) 》 《现代产业学院

建设指南 (试行) 》。 未来技术学院建设瞄准未来 10 ～ 15 年的前沿性、 革命性、 颠覆

性技术原创, 培养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瞄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迫切要求, 造就大批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 复合型、 创新型人才。[10]

(二) 集体讨论

蒲智勇 校企合作设立学院, 改变了过去以学术、 学科为导向的设立模式, 改变

了以理论研究为主的设立原则, 邀请企业人员兼任学院教师或管理人员, 实现与产业

企业的对接、 合作。
黄 令 无论是未来技术学院建设, 还是现代产业学院布局, 都是在探索前沿科

技发展, 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是把握新工科建设内涵, 强化融合发展, 顺

应科技革命、 产业革命的应然之举。
何俊生 高校人才培养应服务于地方发展, 产业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能否得到社会

认可? 毕业生和职业技术人才有何区别? 这些将是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需要审视的

问题。
王文丽 两种学院在具体教学模式上都实行 “引企入教” “校企合作”, 企业加

入课程的制定并提供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 但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捍卫高校对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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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守, 设置合作红线和底线。
陈 洋 现代产业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的创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注重创新型、

复合型、 应用型高水平人才的培养, 旨在引领产业变革、 技术创新, 为推动 “中国

制造” 转向 “中国质造” “中国创造” 提供智力支撑。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

增加。 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 把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面对 “十四五” 规划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和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召唤, 现代产业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的成立

是高等学校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科技强国的需要。
高等学校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 建立现代产业学院, 一是突出深化产教融合, 打

造特色鲜明、 与产业紧密联系的学科专业, 确立学院新的办学思路, 加快培养适应和

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 复合型、 创新型人才, 支撑我国经济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二是建立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 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瞄准与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 突破传统路径依赖, 探索产业链、 创新链和教育链有效衔接机

制, 建立新型信息、 人才、 技术与物质资源的高效共享机制, 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机制, 构建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联动发展机制。 三是推动高校分类发展、 特色发展,
打造一批融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 企业服务、 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示

范性人才培养实体, 为应用型高校建设提供新的办学模式。
另外, 未来技术学院的布局和建设, 需要聚焦未来革命性、 颠覆性技术人才需求

的重大改革, 坚持中国特色、 面向未来、 交叉融合、 科教结合、 学生中心、 开放创

新, 着力做好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培养。

十 独立学院转设: 应用型高校转型

发展再出发

(一) 事件回顾

5 月, 教育部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 ), 明确到 2020 年末, 各独立学院需要全部制定转设工作方案, 同时推

动一批独立学院实现转设。 这是教育部为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规范发展、 推进高等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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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体讨论

郭云卿 独立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但也存在挤占公办学校资源、 挤压民办学校生存空间的弊端。 因此, 完成独立学院的

转设工作是维护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保证。
黄 令 独立学院依托母体高校品牌资源、 师资队伍, 为我国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发展过程中法人地位未落实、 产权归属不清晰、 体制机制不顺

畅、 经费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发展。
潘杰宁 独立学院转设面临三种抉择: 一转公, 二转私, 三停止办学。 转公填补

地方类院校空白; 转私分层分类办学, 满足人民多元化教育需求; 停止办学是教育需

求的优胜劣汰, 对于促进地方高校整体教育水平提升具有划时代意义。
刘微微 独立学院转设的关键在于推动母体学校妥善退出独立学院办学, 难点在

于依法依规办理资产转移过户工作, 重点在于按转设要求夯实办学条件。 政府、 母体

学校、 投资方三方联动是实现独立学院再次创新的根本保障。

(三) 主持人点评

贺祖斌 我曾经担任两所独立学院的院长, 对独立学院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较深的

体会。 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部分公办本科高校创建 “国有

民办” 的独立二级学院。 1999 年,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内第一所独

立学院, 之后独立学院开始迅猛发展。 2003 年 4 月, 以教育部 《关于规范并加强普

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 为标志, 独立学院进入依

规发展的新时期。
独立学院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办学模式, 一方面兼具公办和民办的双重优势, 另一

方面日益凸显非公非民的弊端。 2008 年 2 月, 教育部发布 《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

法》, 规范独立学院办学; 2018 年 12 月, 教育部发布 《关于做好 2018 年度高等学校

设置工作的通知》, 独立学院进入转设 “快车道”; 2020 年 5 月, 教育部发布 《关于

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提出了 “能转尽转、 能转快转” 的要求,
明确了独立学院转设的时间表、 路线图。

在推动独立学院转设的过程中, 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比较复杂。 我认为, 应该明

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厘清产权问题。 独立学院主要依托母体高校有形和无形

资产的投入, 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社会资金注入, 形成了主

体多元、 产权多元的办学格局, 这需要依据相关制度、 政策以及明确的实施方案。 二

是创新转设路径。 独立学院转设要因地制宜, 实施 “一校一策”, 探索符合政策要求

的多样化转设模式。 基于投资主体的不同类型, 有 “民办型” “国有型” “校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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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 等类型, 多样化的办学主体决定多元化的转设路径, 可探索不同类型的高

校办学模式。 三是明确发展定位。 如何探索独立学院转设之后的高质量发展, 是面临

的根本问题。 我认为独立学院转设后应坚持走聚焦应用、 错位发展的路径, 打造具有

鲜明特色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 在转设过程中, 充分尊重

教师学生的主体地位, 使教师学生与学校成为转设过程中的命运共同体。 在 2020 年

与 2021 年两年, 我国现有的 200 多所独立学院全部实现转设, 将是我国应用型高校

又一次大的转型和发展。

盘点总结

2020 年, 在总结 “十三五” 期间中国高等教育辉煌成就的基础上, 是谋划 “十四

五”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关键一年。 2020 年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同样让人心潮

澎湃,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到 《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的颁布实施, 从疫情时期在线教学成为常态到首届全国研究生教

育会议召开, 从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到强化体美劳教育, 从 《新文科建设宣言》
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从产业学院、 技术学院构建到独立学院转设, 充分展示我国深

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强健而有力。 选取的 2020 年十大事件, 一方面突出高等教育政

策导向的重要性, 如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作为新时代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从顶层设计上开启了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新征程; 另一方面展

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可喜成果。 当然, 2020 年还有很多事件值得关注, 如 “交叉学

科” 成为第十四个学科门类、 第五轮学科评估启动等, 因篇幅有限, 并未一一收录。
对 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大事的整理与盘点, 仅代表本次沙龙讨论的观点。 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对这些事件的评析是在收集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资料并经过多次

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参与者水平有限, 相关评析或许存在些许漏洞和偏差, 希

望诸位批评指正。 部分评析采用了已经发表过的观点, 但由于篇幅所限, 未能一一注

明, 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 陈宝生: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光明日报》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 贺祖斌: 《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十大要点》, 《高校教育管理》 2020 年第 5 期, 第

42～ 48、 124 页。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 《光明日报》 2020 年 10

月 14 日。

—032—

高等教育评论 (2021 年第 1 期 第 9 卷)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FTh
9/tP
Jvsa
4F8
ICr
HH
pfA
7O
zwm
jZN
/ky
Yyv
6A
Ni4
Gw
6xY
54y
Y1b
X7d
u3V
f7c
fje

[4] 《教育部 召 开 世 界 慕 课 大 会  发 起 成 立 首 个 世 界 慕 课 联 盟》, 新 浪 网, https: / /
www. sina. com. cn / , 2020 年 12 月 5 日。

[5] 习近平: 《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人民日

报》 2020 年 7 月 3 日。
[6] 《教育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教育部网站, http: / / www. moe. gov. cn / jyb_xwfb /

gzdt_gzdt / s5987 / 202006 / t20200604_462550. html, 2020 年 6 月 5 日。
[7] 王登峰: 《 “十三五” 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成效显著》, 《中国教育报》 2020 年 12 月

15 日。
[8] 董鲁皖龙: 《新文科建设工作会举行》, 《中国教育报》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习近平: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人

民日报》 2020 年 9 月 2 日。
[10] 《新工科建设系列新举措扎实推进 未来技术学院、 现代产业学院等布局建设》, 新华

网, http: / / education. news. cn / 2020-09 / 04 / c_1210785176. html, 2020 年 9 月 4 日。
[11] 《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国教育在线网站,

https: / / www. eol. cn / news / yaowen / 202005 / t20200523_1728948. html, 2020 年 5 月 23 日。

Analysis on the Ten Major Event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2020

—The Academic Salon of “The 10 Most Important
Higher Education Events”

He Zubin, Yang Tingting, Chen Dandan, Liu Weiwei, et al.

Abstract: The 10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2020 are
listed as follows: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apped out a plan for China’s education on the grounds
of making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al in China; The Overall Plan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rolled out, the tasks and steps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education evaluation were identifies; online teaching during the pandemic emerged
became a new normal, facilitating IT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pointed out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efforts were pu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curriculum with a view to a solid, corre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re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While proceed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 quality, intellectual ability,

—132—

贺祖斌 杨婷婷 陈丹丹 刘微微 等 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评析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FTh
9/tP
Jvsa
4F8
ICr
HH
pfA
7O
zwm
jZN
/ky
Yyv
6A
Ni4
Gw
6xY
54y
Y1b
X7d
u3V
f7c
fje

physical health,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the latter three were laid more
stress by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an attempt to achieve more balanced education;
the release of Decla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set the “ Four New
Disciplines” construction on a new journey; Suggestion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id-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presented this region an equal access to promot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featuring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were built to foster innovativ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On the Action Plan of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drew the deadline for independent college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In this paper, our team members elaborated on the top
ten event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2020; the host, as a professional scholar,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gave instructive comments and made the summary. By doing
so,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ealed the frontier trend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2020 and condens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Online Teaching; Postgraduate Education;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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