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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 2019年 6月 20日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集中反映了 2018年 6月“全国教育大会”至今，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打响“质

量革命”攻坚战的教育理念和走向，阐释了实现全面振兴本科教育“三部曲”的深刻内涵，并就

高等教育区域结构、院校结构、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发出强烈信号，做了工作部署。现分享各

位，以期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   

 我们要从树立高等教育的“质量意识”、到走向“质量革命”、然后达到“质量中国”这三部曲。这“三部

曲”既是实现本科教育全面振兴的“三部曲”，也是打好本科教育攻坚战的“三部曲”。 “质量意识、质

量革命、质量中国”这三部曲就是“质量文化” 

 我们现在就是要“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四个新”就是“主动求变”。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不是一个计划，不是一个项目，是质量理念、质量标准、质量文化、质量体系的

系统设置。我们有三项核心任务，建金专、建金课、建高地。“金专”配“金课”，这就是我们本科教育最

核心的要素。 

 质量目标，实际上说到底就是落实总书记“两个根本”（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

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让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的“金牌

教师”随处可见，让“水专、水课、水师”无处安身。 

 专业结构说多重要都不为过。总书记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高等学校的专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专业结

构优化调整要把握“四个关系”、“四个着力”、坚持三个导向。“四个关系”：第一，关系质量；第二，

关系服务；第三，关系引领；第四，关系根本。“四个着力”：第一，要着力解决脱节的问题；第二，要着

力解决融合的问题；第三，要着力解决支撑的问题；第四，要着力解决引领的问题。“三个导向”：第一，

需求导向，高校专业设置的第一准则是社会需求，这是王道！第二，标准导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就是专业标准；第三，特色导向，学校最好不要刻意追求大而全。 

 学校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专业设置动不动真格的，还是摆花架子？就是一个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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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9 年 6 月 20 日  

 

尊敬的蕙青主任，各位委员： 

上午好！ 

今天，我们要开一个形式和内容都特别重要的会。形式重要，这是新一届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以来，

召开的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还要举行颁发聘书仪式。内容重要，有两个非常重

要的标志：第一，我们特别请蕙青同志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请各位中国高等教育重量级的、顶级的专家担

任委员；第二，今天高教司除个别同志以外，所有的司领导和处长都来了，这是各教指委成立大会以来唯一的一

次。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在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和教学方面最高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最重要的一次专家委员会会议。 

从去年 6 月到现在，在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本科教育方面有四个重要的会：第一，全国教育大会，这给

中国教育提供了指南。第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这是中国本科教育的指南。第三，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工作会议，成立了 111 个教指委，5500 人的专家组织。宝生部长做了重

要讲话，蕙青部长专门对工作进行了部署。第四，“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启动大会，这是一次任务部署会，

标志着“六卓越一拔尖”本科教育改革发出了发令枪、起跑了，宝生部长在会上指出，要来一场高等教育的质量

革命。我们要把这“四个会”的会议精神落地落实。   

今天开会之前，我认真准备了想跟大家报告的内容。这次会有四个议题：第一，要研讨 2019 年度本科专

业设置申报工作；第二，要研讨教指委工作和专业管理相关工作；第三，要学习贯彻落实“四个会”；第四，要

研讨如何推动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大问题。这四件事，件件是难事、件件是重要的事、件件是必须要有突

破有落实的。所以，我说这四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大会要讨论的和这个教指委在今后 4-5 年要做的重要工作。 

我想给大家报告两件事。第一，我想讲讲质量的事；第二，我想讲讲结构的事。质量，就是关于“质量革

命”的事；结构，就是关于结构优化调整的事。 

 

一、关于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推进“质量革命”的总体考虑 

 

我这段时间经常讲一句话，叫做“去年成都一把火，今年红遍全中国”。去年的成都本科教育会议，今年

取得这样的效果，这有点出乎意料。可以说，去年我们吹响了振兴本科教育集结号，今年我们要全面打响振兴本

科教育攻坚战。从去年 6 月份的“成都会议”到今天，正好一年。我们做了许多过去想做、但不敢想或者没有做

成的事，解决了许多看似很难解决、但已经或正在解决的一些难题。所以，我说中国的本科教育在今天应该说取

得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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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总结为“中国本科教育的三部曲”。也就是在本世纪的前 30 年，我们要从树立高等教育的“质量意

识”、到走向“质量革命”、然后达到“质量中国”这三部曲。这“三部曲”既是实现本科教育全面振兴的“三

部曲”，也是打好本科教育攻坚战的“三部曲”。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天大的事情。 

 

过去的说法是“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现在新时代的说法是“质量意识、

质量革命、质量中国”。过去的“生命线”“永恒的主题”是讲高等教育质量多么重要，是讲“为什么”。现在

讲“质量意识、质量革命、质量中国”，是从“为什么”、到“干什么”、到“怎么干”，是上了一个台阶，是

发展了、深化了、落地了。原先讲“生命线”“主题”，都是在讲它的意义、作用、重要性；现在说要树立“质

量意识”、要来一场“质量革命”、要建设“质量中国”，是路径、是战术、是把战略上的“主题”变成战略战

术任务。 

 

1  树立“质量意识” 

 

什么叫“质量意识”？某种意义上来说，“质量意识”这件事情是本世纪前十几年我们做的事情，或者说

主要标志是从 2009 年开始。2009 年我们开始了合格评估，2012 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专业认证，2013 年开始

审核评估。截止目前，有 220 多所新建本科院校接受合格评估，730 多所的大学接受审核评估，1200 个专业进

行了专业认证。这三件事情让中国高等教育整体上有了“质量意识”。现在要评价这件事情，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里边，写入了

实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新文化建设工程”，这是第一次把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写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

件里边。大家不要小看这事，这件事了不起。全世界高等教育原先都讲“教学文化”，我们发明了“质量文化”

这个词。我们从 2009 年、2012 年一直叫到现在。10 年来，“质量文化”已经成为各个大学从校长到老师开始

会说的一句话，而且开始有了行动。 

 某种意义上来说，“质量意识、质量革命、质量中国”这三部曲就是“质量文化”，是建设中国高等教育

质量文化的一个路径。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内化为大学的内生意识和行

为自觉的时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从成熟走向出色、走向卓越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有了自己独立自

主的发展道路。所以“质量文化”这件事情看似虚、实则实。我们把“质量意识、质量革命、质量中国”三部曲

唱好了，中国的质量文化就可以变成内生意识，变成行为自觉，中国高等教育就自信、从容、淡定。 

 

2  来一场“质量革命” 

 

什么叫做“质量革命”？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去年 8 月份，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之前的半个月发的文件里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从“十八大”的“推动”到“十九大”的“实现”，到去年 8 月份中央文

件提出的“四新”，也就是内涵式发展，从号召愿景到目标到行动，层层递进。怎么实现？是以“四新”的质量

革命来推动内涵式发展。 

有专家说，我们提出的“四个新”开始在全国高等学校里边正式地推进，标志着中国新时代高等教育质量

观与质量理论的成熟，这既是理论的创新，也是实践的指南。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家都对

总书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了。前两天，教育部还请了专家专门讲这件事情。总书记说，新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至，如果我们不应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个时代。对

高等教育战线，对我们教指委，这句话一定要读透了、读懂了，真正能够把它落实到我们工作中。“中美贸易战”

就是给了我们这样一句话的最刻骨铭心的理解。 

70 年前的 1949 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毛主席 1949 年 8 月曾连写五篇文章，其中

有一篇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还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我们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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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里，毛主席说，美国封锁，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

都解决了。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了。 

 其实，今天看看那个时候的杜鲁门，现在的特朗普；那个时候的艾奇逊，现在的彭佩奥，如出一辙。前两

天，我们召开了一个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座谈会。当时请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的校领导

和专家来。我们说，现在国家处在艰难时期，我们这些学校是真英雄还是假强大？你能不能为国家分忧解难就是

你的标志。这个时候中国高等教育，我觉得更应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专业设置委员会，某种意义上就

在做这件工作。 

有人认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是理工科的事，是经济方面的事，我说这是高等教育的事。我们如果没

有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我们就没法把高等教育搞好。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中美贸易战，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必

须改变教育的形态，必须改变教育的结构，必须改变教育的理念，必须改变教育的标准，必须改变教育的技术，

必须改变教育的方法，必须改变教育的评价，必须改变教育的体系。从形式到内容都要来一场革命，从物理变化

必须到化学变化。 

如果我们还以不变应万变，将是战略失误。尤其在专业设置上，将对中国高等教育起基础性影响。这些变

化：形态、结构、理念、标准、技术、方法、评价，都会直接反映在专业设置上，是首当其冲的。怎么做好专业

设置？四个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是我们教指委必须弄懂弄通，必须把它变成行动落地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这些做好了，我们可能就从容了，我们就准备的比较前瞻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四个新”就是“主动求变”。光“积极应变”还

不够，那还是被动的，还必须“主动求变”。要以高等教育的变革来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变化。如果我们做

好了这件事情，教指委就完成了一件功德无量的、战略性的大事。不是光我们在动，全世界都在动。美国人动的

最厉害，美国人现在从国家到大学到专业都在动。欧洲人也在动，全世界都在动。从文科到理科到工科到医科，

都在急速地变，我们这些专家就决定了中国往哪走。所以我觉着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主动求变”。 

在 4 月 29 日“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的培训会上，我说我们这次会是一个分水岭，既是一个战术的会，

更是一个战略的会；既是一个抓落实的会，更是一个再出发的会；是一个掀起“质量革命”的会，更是一个树立

“质量中国”品牌的会。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掀起一场“质量革命”，谋划推出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

“中国方案”。 

 

3  打造“质量中国”品牌 

 

什么叫“质量中国”？“质量中国”就是要用中国高等教育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自己

的理念、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自己的方案，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是一个全国计划，不是小众计划。“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是四个词：拓维、

增量、提质、创新。“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启动大会是一个推进“四新”建设的会，是一个质量标准变化的

会，要求工科的标准要变，医科的范围要变，农科的思维要变，文科的目标要变，怎么变？怎么能把这“四变”

做好了？ 

我们有三项核心任务，建金专、建金课、建高地。比如说“拔尖计划”，原先是小众、小小众，我们从 2009

年做，更多地讨论是“三化”：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我们今年启动的 2.0，用 10 年时间，我们要把“三化”

变成“三制”，我们讨论的今后要做的是导师制、学分制、书院制。大家都知道，没有完全“学分制”这一说。

我们要推动“三化”变“三制”。我们要建立真正的中国现代的或者当代的新时代的书院，在“拔尖人才培养”

方面，以现代书院来做这件事情。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不是一个计划，不是一个项目，是质量理念、质量标准、质量文化、质量体系

的系统设置。首先把“金专”建好，就是“双万计划”。现在各个学校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全国高校都在动起来，

这一次要破过去“没钱没名就干不了”的局面。课程这件事情，我们马上启动，今年的“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就

是“金课”。“金专”配“金课”，这就是我们本科教育最核心的要素。“建高地”，就是拔尖计划 2.0。原先

只有五个学科，数、理、化、计算机、生物科学。我们把原先的“小理”，变成“大理”，加上“大文”，再加

上“大医”，瞄着是国家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全民健康力。“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版从“试验田”走向“大



 

 

 

- 5 - - 5 - 

田耕作”，不再是个小众计划，过去论千算，现在论万说。而且不是中央院校的专利品，是中国高等教育从中央

院校到地方院校到民办高校都有份的一个计划。 

下周五将在浙江湖州安吉余村召开“新农科启动大会”，发布“安吉共识”。我们已经准备了半年时间。

我们想在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余村，发表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安吉共识”。

我们把总书记要求的“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这件事落实到位。脱贫攻坚，高等农林教

育责无旁贷！乡村振兴，高等农林教育重任在肩！生态文明建设，高等农林教育义不容辞！美丽幸福中国，高等

农林教育大有作为！我们要回答怎么面向新农业、怎么面向新乡村、怎么面向新农民、怎么面向新生态的问题，

打出一套组合拳。我们想回应的就是：中国强，农业必须强；中国美，乡村必须美；中国富，农民必须富；中国

实现现代化，农村农业必须实现现代化。新农科建设就从安吉出发，形成“三部曲”，后续还有“北大仓行动”

“北京指南”。 

我们把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起来。随后，我们再讨论新文科怎么办？新医科怎么办？今年，“四新”就全

面启动起来。新工科已经跑了，后边三个“新”要跟上，而且要在新工科建设的基础上，要比新工科跑得更快，

飞得更高，特别是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都是自然科学，我们一定要让新文科这个翅膀硬起来，中国高

等教育飞得才能平衡、飞得高。所以，文科建设是我们今年年底，最后要推出的一个亮点，要把新文科建设推动

起来。 

 这些质量目标，实际上说到底就是落实总书记“两个根本”（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

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不光是比原先高一点，实际上是思路、标准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

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还有“化学变化”。我们希望通过 5-10 年的时间，让“金专、金课”在高校随处可见，

不再成为稀缺的东西。让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的“金牌教师”随处可见，

让“水专、水课、水师”无处安身。所以，我们说当“金专、金课、金牌教师、高地”随处可见的时候，中国的

高等教育就从成熟开始走向了卓越，开始走向了出色。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二、关于高等教育结构的初步考虑 

 

我想说三个结构。 

 

1  区域结构 

 

宝生同志提出了“四点一线一面”高等教育的战略布局，或者叫“四点一线一带”。宝生同志后边说的“长

江经济带”还不能叫一面，最好叫一带。其中，最最难的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所谓一点。这项工作就是“中西部

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已经列入了今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工作要点，也列入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上会文件，正在征求意见，我们争取在 8月或者 9 月上国务院常务会议，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 

中西部高等教育怎么办？可能要有一个“破局”，我们叫做“布一个大局，下一盘大棋，走一条新路，订

一套新规，推一组大招”。主要的是让中西部高等教育“眼睛向东向上看变成眼睛向西向下看”。不要输血的单

声道，而要变成双声道，就是以“造血为主、输血为辅”，就是要破解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困局。这件事如果做

好了，希望能够成为高等教育一件某种意义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三分之二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如果做不好的话，

中国高等教育三分之一就是做成“花”，中国高等教育也建不成强国。 

 

2  院校结构 

 

有三件事：怎么建好中央院校？怎么建好地方院校？怎么建好民办高校？对直属和中央高校，我们有天然

的重视，是第一方面军。但是，即便把中央这 119 所高校都做好，也才是整个中国 1245 所高校的百分之九点五

几，还不到 10%。你把它做出“花”来，那 90%多的高校怎么办？那 1100 多所高校如果不行的话，中国高等

教育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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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做好地方高校，特别是应用型高校。应用型高校现在面临着“形也不似、神更不似”的问题，我

们要首先把应用型高校做到“形似”，然后“神似”，然后“神形兼备”。我们教指委不是光给中央高校设置的，

还要给 90%的地方高校做引导、做指导。怎么让地方高校好？就要给它指导和引导，指导跟引导有没有力？科不

科学？合不合适？看我们教指委的水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办高校。我们现在民办高校的数量，本科学校 419 所，33.65%，正好三分之一。三分

天下有其一，1/3 民办高等教育不行的话，中国高等教育一分天下塌了天怎么行？某种意义上，原先我们更加注

重公办院校，民办高校没在我们视野里，这不行。针对民办高等学校，我们要关心、关怀、关爱，真的关心、关

爱。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一强、一弱、一软的问题，就是中央院校很强，地方院校相对弱，民办高校很软，

这不行。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如果不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是战略失误。所以，院校结构是我们要

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非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软”和“一弱”这两件事情。我们要让它强起来，让它硬起来。 

 

3  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说多重要都不为过。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人才培养的“腰”，一头连着提高质量，一

头连着推进公平。这个“腰”如果不硬，人就站不直，就挺不起胸，抬不起头。宝生部长、蕙青部长反复跟我说，

总书记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高等学校的专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春兰总理也关心这个问题。 

专业结构这件事一定要做好，我们要把握“四个关系”，“四个着力”。 

“四个关系”。第一，关系质量，直接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第二，关系服务，直接关系到高等学校

服务社会的能力。第三，关系引领，高等教育要变成克强总理说的“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创新的重镇、人文精

神的高地”。要成为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引领力量！专业不行就引领不了。第四，关系根本，关系总书记讲的“根

本任务、根本标准”。 

“四个着力”。第一，要着力解决脱节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的专业很多是自娱自乐，跟社会脱节、跟

经济脱节、跟创新脱节。第二，要着力解决融合的问题。着力解决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医教融合、校企结合、

校地结合等方面的融合问题。专业本来就是面向社会需要的职业而设立的，自娱自乐、不融合就是脱离。第三，

要着力解决支撑的问题。高等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支撑着社会经济发展。支撑不了，解决不了“底座的问题”，

就没法办好。第四，要着力解决引领的问题。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引领。专业就是引领落

地的地方。高等教育要发挥火车头的引领作用，高等教育的专业必须真正能够引领。所以，要解决脱节的问题、

解决融合的问题、解决支撑的问题、解决引领的问题，把这四件事要解决好。 

怎么办？坚持三个导向。 

第一，需求导向。专业设置要解决“小逻辑”服从“大逻辑”的问题。高校自己学校发展的“小逻辑”，

我们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需不需要你这个“小逻辑”？“小逻辑”要服从于“大逻辑”。一定要打破思

维定势，没有哪个学校可以包打天下，也不必包打天下，也包打不了天下，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校专业设

置的第一准则是社会需求，这是王道！ 

第二，标准导向。我们去年 1 月份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就是专业标准。

我们要有这种“质量意识、标准意识、国家意识”。92 个本科专业类、五百八九十个专业在标准里都有要求，包

括目标、规格、课程体系、队伍、条件、保障。这个标准是既有“规矩”又有“空间”，既有“底线”又有“目

标”，既有“定性”又有“定量”。大家得熟悉这个。你不熟悉，专业设置的时候怎么干？有人说 1.0 版，2.0

版。我说，这不是 1.0，也不是 2.0，这是中国的“质量标准”。 

第三，特色导向。我刚才说了，哪个学校都不要包打天下，哪个学校的专业也不能包打天下。学校最好不

要刻意追求大而全。学校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专业设置动不动真格的，还是摆花架子？就是一个试

金石。学校要下决心动专业调整这个奶酪，是要得罪人的。你要不得罪一部分少量的老师，你就得罪全体同学。

所以，你要算好这个账。比方说中山大学、浙江大学，都调整了三四十个专业。我前两天到浙江大学，从 130 个

专业到现在 90 多个专业。中山大学从 120-130 专业到现在 70 多个专业，那是真干、干真的。我觉得一定要这

么干，这才是真正地为国家负责、为老百姓负责、为学生负责，才是真正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最后，我说说我们这个教指委今年的工作安排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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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中国”，叫做“学习中国、质量中国、公平中国、创新中国”，不是口号也不是概念，都是有内容

的。“学习中国”，中国慕课大会开了。“质量中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推了。“公平中国”，中西

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这件事情，要出一个大招了。“创新中国”，今年的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五个更加”（更全面、更国际、更中国、更教育、更创新）开始启动了。 

克强总理前两天（6 月 13 日，2019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仪式后，在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展区）听取我们的汇报，给我们很好的评价。今年的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将会超过 400 万大学生参加，现在已经 300 多万了，八九十万个项目了。“创新”这件事情，可不是说说。

我们要把教育的模式从就业从业模式改成创新创业模式。 

现在这些工作都在急剧变化，特别希望我们专业设置委员会的同志们真正地“本领高强”。“本领高强”，

首先要有“本领恐慌”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说自己驾轻就熟，每一个人都得学习，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

人。我们都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每天拼命地学、拼命地看、拼命地想。教指委要当好参谋部、咨询团、指导

组、推动队。我还要给专业设置教指委加一个词，叫“战略”。当好战略参谋部、战略咨询团、战略指导组、战

略推动队。因为，别的教指委都是某一个点上，这个教指委是整个面上的专业设置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把这件事

做好了，我给大家提三点希望： 

第一，要保持创新力。吃老本不行，虽然大家都是名家，都是大家。现在，时代在急剧地变化。世界在变，

中国在变，高等教育在变，你吃老本肯定不行。你在教指委出工不出力，根本不行。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过去

的经验，还要保持足够的创新力。比方说我们的“四个新”，比方说我们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比方说

我们的“质量革命”，比方说我们的“质量标准”，你是不是真的知道？是不是真的熟悉？还是用你那不变应万

变？ 

第二，要关注教育理论。这是我自己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大家都是学科专业教育的大家，但是大家一定要

关注一些教育理论，特别是高等教育理论，特别是最新的理论。你不了解这件事情，还真就在工作中有“缺腿”。

比如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今年要超过 50%了，要进入到普及化阶段。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大家熟不熟

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特征，熟不熟悉？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有什么必须要做的？如果你不知道，专业设置里你还

会按精英的思想，那恐怕不行。我们特别怕大家们是完全的精英教育思想。所以，要知道很多这样的基本理论，

不是嘴上说说，是真的变成方法论。 

第三，要研究教育外部。我们高等教育跟经济社会发展是紧密的伴生关系，这跟基础教育不一样。基础教

育跟社会经济发展没有紧密伴生关系，它的很多知识 100 年都可以再讲。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紧密伴生关

系。你不了解、不研究外部，你没法进行专业设置。 

所以说，保持创新力，关注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外部是做好我们这一届教指委工作必备的基本功。所以跟

大家提出来，请大家来研究。 

这个教指委太重要了。111 个教指委都很重要，但这个教指委是唯一一个综合类的教指委，是战略的教指

委，是把方向的教指委，是给指南的教指委。所以，这个教指委一定请大家做好工作。 

最后，我再讲一点纪律的问题。 

我在教指委成立大会上，已经讲过了纪律的问题。今天有 10位教指委委员没来。按照我们章程，不管什么

原因，超过几次就进行届中调整，坚定不移，任何人不开口子。你一次可以，两次还可以，第三次就要调整。要

么因为你太忙，要么因为你不热心，要么因为你没能力，不管因为哪种，都不能在教指委长期地待着。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教指委不能成为一个名义上的教指委。大家申报的时候趋之若鹜，争相来申请。

工作的时候，希望大家跟申报的时候一样热情地来做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座的院士、大家太多了，

我们请大家来咨询，不是跟大家客气，我们需要按照你们的意见建议来决策。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所以，我把

纪律再强调一下。 

我想，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也可能讲的不当、不对，但是我们真心想的。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