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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要 � 内 � 容 � 

四、改革未来推进 

三、改革主要成效 

二、改革顶层设计与措施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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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 

1.  改革背景 

（1）高等教育面临的宏观背景 

n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知识不

断创新：社会急需创新人才； 

n 知识/信息“爆炸”，学科发展趋于融合：强

调知识的交叉、复合； 

n 信息技术发展引起学习方式的转变：接受式变

为主动式、探究式、研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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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 

1.  改革背景 

（1）高等教育面临的宏观背景 

n 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方式的冲击：

因材施教、内容“少而精”、国际化视野、跨

文化沟通； 

n 学生学习满足度、就业形势提出更大的挑战 

：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培养

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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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 

1.  改革背景 

（2）大学本科教育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n 培养模式单一/过度专业化倾向； 

n 教学方法单一:知识讲授为主； 

n 教学管理僵化: “一刀切”现象； 

n 大学生普遍缺失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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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性大学本科教学改革 
三大趋势 

l 重塑大学教学文化：强调教学也是学术，
提出“教学学术”； 

l 创新教学方法与学生学习方法：研究性
教学、小型研讨课、MOCC;研究为本的
学习； 

l 创建跨学科课程、专业：打破学科的边缘
、框架，追求完整性教育，开设跨学科、
专业课；开设“混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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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 

2. �  � 改革基础 � 

n  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二十年“大理科”模式 
p  拓宽口径、鼓励交叉、多次选择、逐步到位 

n  本科教育 
p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本科生教育; 

p  一流的学生应该得到一流的培养; 

p  一流的教师要进入本科生课堂; 

p  一流的毕业生必须得到一流的就业岗位或就学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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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2006年，围绕通识教育和个性化人才培养这一主题，
学校开展了第四次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凝练出“四个
融通”的人才培养新理念 

一、改革背景 � 

通识教育与 
个性化培养融通 

学会学习与 
学会做人 
融通 

拔尖创新人才 

拓宽基础 
与强化实践融通 

学科建设与 
本科教学 
融通 四个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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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要 � 内 � 容 � 

四、改革未来推进 

三、改革主要成效 

二、改革顶层设计与措施 

一、改革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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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1. �  � 改革目标  
n 通过构建个性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社
会各行各业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
野的未来领军人物; 
n 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权、更大自由发展空间和
更强社会竞争力; 
 

2. �  � 实施对象 � 
n 2009年秋季学期实施，面向2009级及以后的本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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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3. �  � 培养模式：二个三 � 
n 将本科教育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
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 
n 在“多元培养”阶段，为学生构建“专业学术
类”、“交叉复合类”和“就业创业类”三条不同发
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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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三三制”人
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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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本专业或者跨专业学位
、副修双学位； 
跨专业升学/就业 

专业学术类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本硕贯通 

科研训练 

专业培养阶段 
类别选择 

交叉复合类 

跨专业核心课 

选修课、科研训练 

就业创业类 

开放选修课 

就业创业训
练实习实践 

本专业学位； 
就业创业   本专业学位； 

本专业升学 

专业选择 

⼤大类培养阶段 

多元培养阶段 

（1.0-1.5年） 

（1.5-2.0年） 

（1.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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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体系：三⼤大课程模块 

通识课 � 
思政理论课 � 
军事技能课 � 
分层次通修课 
新生研讨课 

Ⅰ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Ⅱ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Ⅲ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学科平台课 �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 
学科选修课 � 
跨学科选修课 � 
公共选修课 � 
本科第二课堂 

50-60学分 � 

40-50学分 � 

40-60学分 �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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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模式与体系特点 � 
 � 

n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转变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n  多元培养和个性化发展 
 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彰显个性，选择最适合自身的
成才通道 

 

n 全方位、系统性工程 
 集全校之力，整合和集中调配各类资源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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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改革举措：学分结构调整与课程体系改革 � 
 

（1）制定弹性学制，启动学分制收费管理改革； 
 

（2）课程体系改革立足于贯彻“通识教育与个性化
培养融通”的理念，以全新的“通识”标尺来审
视人才培养全过程，涉及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的
一系列转变； 

 

（3）本科课程设置趋向基础性和广博性，注重学科
交叉，加强通识教育，优化专业教育；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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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改革举措：学分结构调整与课程体系改革 � 
 

（4）毕业学分要求从160-170个降低至150学分左
右，并设置了比例均衡的三大课程模块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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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改革举措：学分结构调整与课程体系改革 � 
 

（5）构建“三层次批判性思维训练课程体系”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给予顶峰体验 

培养科学、文化通感 

树立学术旨趣 
新生研讨
课 

通识教育
课 

学科前沿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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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改革举措：学分结构调整与课程体系改革 � 
 

（6）构建就业创业课程、创业讲座、创业训练和创
业实践“四位一体”的创业教育模式； 

 

n 建设全校层面的创业平台课程和行业课程，创业平台课
程面向大多数学生开设，讲授创业教育基本内容；行业
课程主要是针对有特定行业领域发展意向的学生开设。 

 

n 院系层面的就业创业课程是专门针对本院系学生未来的
职业发展需求所开设。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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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 改革举措：人才培养分流机制改革 
 

（1）结合“按大类招生”，通过专业分流机制与
多元培养分流机制相结合，最终实现多元化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建； 

 

n  学生通过“专业分流机制”实现从大类培养到专业培养阶
段的过渡； 

 

n  学生通过“多元培养分流机制”实现从专业培养到多元培
养阶段的过渡；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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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 改革举措：人才培养分流机制改革 � 
 

（2）专业分流机制：依照“专业准入准出标准”，
实现基于学生意向的专业分流； 

 

n  “专业准入标准”指学生在不同年级分流到某专业的最低
先修课程要求，主要由部分通识通修模块的课程和学科专
业模块中学科平台课程构成； 

 

n  “专业准出标准”指学生从分流专业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
满足的学科专业模块课程的最低要求；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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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总结 � 
 

n 构建了个性化、多元化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 
 

n 构建并实施了三层次批判性思维训练体系，并培
育了大量配套优质教学资源； 

 

n 初步建立了适应个性化自主学习需求的新型教学
运行机制，将传统“从一而终”的刚性培养模式
变革为可定制的自主学习模式；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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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要 � 内 � 容 � 

四、改革未来推进 

三、改革主要成效 

二、改革顶层设计与措施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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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主要成效 � 

 � 成效1：促进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
人才培养的群体性特征日趋显著 
  

 （1）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有效提升； 
 

n 在“分析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维度上，受访学生
中的优秀率从入学时的10.3%上升至25.5%； 

 

n 在“外语水平”、“表达能力”、“理解学术资
料的能力”等各种学习能力上，优秀率提升幅度
都超过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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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人皆成才：大批高素质毕业生不再局限于
走传统学术发展之路 

 

n  2012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98.61%，其中选择就
业创业者占35%； 

 

n  毕业生的就业层次与就业质量始终保持高位，并形
成了“基础厚、后劲足、能力强、素质好”的群体性
特征； 

三、改革主要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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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２：促使教师转变教学理念、提升研究性
教学水平、增强教学主动性； 

 

（2）有效推动了高水平教师投身本科教学一线： 
 

n 全校20.8%的在职教授主讲新生研讨课，其
中院士、长江特聘教授、“千人计划”入选
者、杰青、国家级教学名师和国家级精品课
程主持人占24.6%； 

三、改革主要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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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要 � 内 � 容 � 

四、改革未来推进 

三、改革主要成效 

二、改革顶层设计与措施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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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始终立足于“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 
 

（1）“自我全面发展”vs.“学校教育供给” 
n  教改后，学生对自身发展具有更强烈的反省意识，

对学校教育有更高的期许，对学校教育质量提升有
更迫切的诉求； 

 

（2）探索学生学习方式、方法的变革： 
 

n 通识教育：加强学生在“学术研究的技能”、 “国际
化视野和跨文化理解”等方面的提升； 

n 专业教育：如何构建出与通识教育更加匹配的专业教育
理念和模式，如何让学生能够真正经历深度的学习？ 

四、改革未来推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