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国高教改革的五条创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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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国家公平选拔了人

才，为各行各业培养和输出了人才，提高了国民整体素质和国家综合实力。作为亲身经

历者来说，我们也发现，现行的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一些尚未改革到位的问题，比如，缺

少高等教育的学前教育、学后教育，只有辅导员制缺少导师制，转系科专业的许可机制

不合理，缺少跨学科的教学内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偏少。 

为此，提出以下五条高教改革的建议： 

1）在中学阶段增加进入高等学校的过度性教育，设置专门老师或者聘请名师、名校友

回校讲课。介绍高等教育与中学教育的教学方式差异，介绍不同高校、科系、专业、课

程的特点，避免学生由于高教与中教的巨大差别带来难以适应的问题，并能够根据自己

的兴趣特长正确选择校系专业。在大学毕业前增加考研和就业教育，由硕博导、企业家、

公务员或者其他在业人员做讲座，让师长们的宝贵经验与学子的知识有机结合，合理选

择继续学业或适应性工作，多走捷径少走弯路。 

2）大学有以思想辅导和生活辅导为目的的辅导员制，缺少学业导师制。学业导师一般

由学术大牛担任，不只是硕士博士需要，本专科新生也需要。要让学业导师主讲几节课，

教会新生如何学好大学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掌握专业技能，怎样才能顺利成为合格的

专业人才。 

3）允许并鼓励高考选错系科专业、尤其是学不好本专业课程的学生公平选择，转换到

喜欢或更适合的系科专业，降低转换门槛简化转学手续，而不是规定学有余力、大一大

二成绩优秀的学生才享有这样的权利，否则就背离了重新选择的宗旨。能进入大学的都

具有基本的学习能力，学不好的除了贪玩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提不起兴趣，没有兴趣学

不好的比学得好的学生更需要重新选择。 

4）大学划分系科专业后，各科的课程差异较大，尤其是文科与理科的差异、理科与工

科的差异更大。这样划分的结果是，大学毕业后产生了各种专门人才，但缺少了综合性

人才、复合型人才、跨学科人才；文科生不懂物理化学，理科生缺少工科技术。建议文

科增加自然科学类课程，理科增加金工实习类课程，使得大学毕业后对社会上复杂的事

物能够有基本的了解和判别，开展工作更具全面视野，少犯常识性错误。选读第二专业



 

 

或双学位只是少数学生的事情，大量的学生选学几门入门级的跨学科课程即可。 

5）高等教育中增加更多的实习实践环节，让抽象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结合。

鼓励部分学生中途休学打工，多接触社会早自立自强，然后继续完成学业，并根据社会

的需要选修不同的课程，让学到的理论更扎实更有用，给出更加靠谱的人生答卷。 

上述个别建议也有学者给过建言或有个别院校已在实施。希望这些建议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让广大高教工作者积极参与，制定更合适的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后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