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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实施进展 

楼程富 

摘  要：本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浙江大学近年来实施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方面所采取的措

施、工作进展以及取得的成效。 
关键词：教学改革；质量工程；人才培养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全

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战

略要求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教育部适时启动了“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浙江大学在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本科教学

工作，确立了“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

卓越”的教育理念，提出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

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并按照“加

强基础、拓宽面向、突出能力、注重素质、因材施教、

争创一流”的改革思路，积极组织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进一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经过

几年努力，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一、制定本科教育发展规划， 组织实施教

学质量工程 

我校在总结“十五”期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

工作基础上，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办学经验，2005 年组

织制定了“十一五”本科教育发展规划，提出了本科生教

育发展的总体目标：建立基本符合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

学本科教育教学体系；培养造就知识、能力、素质俱佳，

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积极组织

实施九项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工程：①完善本科教育教

学组织机构，加强教学师资队伍建设；②实施优质生源、

高层次就业（升学）工程；③优化专业结构，整体推进

本科专业建设；④完善和丰富“宽、专、交”人才培养

模式，推进课程建设；⑤积极推动教育教学方法手段改

革；⑥实施本科教学国际化工程；⑦加强教育教学质量

控制体系建设；⑧推进学生能力与素质培养体系建设；

⑨确保 2007 年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通过两年多

的积极实施，八个方面的教学改革和建设都取得了显著

成效，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取得全优成绩。 
2006 年教育部启动“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后，

我校又抓住机遇，成立了浙江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领导小组，制定了《浙江大学本科教学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实施方案》和有关激励政策，加大教

学改革和建设力度，并积极组织申报浙江省和教育部各

类质量工程项目，通过几年努力，我校共获得国家级精

品课程 39 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6 门，国家级一

类特色专业 7 个，二类特色专业 11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 10 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7 人，国家级教

学创新团队 6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 个，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 133 项，国家“十一五”规

划教材 183 种。获得项目数在全国高校中位居前列。2007
年获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总经费达 1910 万元，年度

经费 794 万元。 

二、完善教学组织机构，加强教学队伍建设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改革的方

针、政策，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学校加强了建章立制和教

学组织机构建设工作。两年多来制定和修订浙大发教文件

33 份。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重新调整了学校教学委员

会，成立了学校本科教育课程指导委员会以及通识教育课

程指导组和大类课程指导组。调整了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

及各专业委员会，成立了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下设

教风督导组、学风督导组和教学质量督导组。并聘请了

43 位离退休和在职的教师担任教学督导员。聘请 40 名左

右的学生担任教务信息员。同时，制定了校院两级教学管

理工作职责，强化课程组的作用，进一步从组织机构上加

强了教学及管理工作。 
积极组织教育部和浙江省新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人

选的推荐工作。目前，我校共有 81 位教授被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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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0 年教育部各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向浙江

省 15个教指委推荐了 44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我校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目前有主讲教师 2 850 人，2007 年开设课程 4 100 余

门，7 900 多个教学班，一大批高水平的教师担任本科教

学工作。同时，学校组织实施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制定了

《浙江大学教学名师培养和评选办法》。并从 2000 年起，

开展两年一届的教书育人标兵和先进评选工作，开展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至今已评出 40 名教书育人标兵和

40 名先进；有 7 名教师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5 名获浙

江省教学名师奖，30 名教师获校级教学名师奖。 

三、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推进多样化培养

模式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是本科教学改革的

核心。我校在总结前几轮本科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实践的

基础上，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培养模式，充分利用综合型、

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提出了新一轮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和指

导性教学计划修订原则意见。将公共课程、文化素质教育

课程、全校性选修课程和部分学科性课程整合成通识教育

课程；按文科类、理科类、工科类、文理科类、理工科类

和艺术与设计六个大类设置大类基础课程；同时设置 10%
左右学分的个性化课程，形成了由通识教育课程、大类基

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个性化课程组成的全新课程体

系，新的培养方案强化了通识教育，拓宽了大类基础平台，

突出了学科交叉和个性化培养，丰富和完善了“KAQ”

人才培养模式和“宽专交”培养内涵。新的培养方案和指

导性教学计划已从 2006 级起实施，为推进大类招生大类

培养和实现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全面修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同时，学校还积极

推进因材施教，探索各种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学校

增设了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金融学实验班、丘成

桐数学班、巴德年医学班、英语+x 双学位班、创新创业

管理强化班、公共管理强化班以及中外合作 2+2班和 3+1
班等，为多样化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多种平台。在上

述工作基础上，2007 年我校有“多学科交叉复合型拔尖

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性大学农学类复合性拔尖人才培养

模式、工科大类平台人才培养模式、综合工程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电气工程拔尖人才——爱迪生班培养模式、

多层次机械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的信息工程

复合性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计算机人才培养模式、过

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和土木工程创新设计实验班”等 10
个项目获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为进一

步推进综合改革，培养创新人才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四、加强专业课程建设，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2004 年，学校制定了本科专业建设规划，积极开展

专业的调整改造和新专业的建设工作，努力形成一批优

势专业和特色专业。近年来，学校调整改造和整合了 20
余个老专业，新增了 23 个新兴的、学科交叉的综合性专

业，进一步完善优化了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的结构布局。

同时，学校分批投入 1 200 多万元经费用于新专业的建

设，投入 2 000 余万元经费用于 8 个文理科人才培养基

地建设，投入 1 000 万元用于 34 个校级特色专业的建设。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校专业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

才培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2007 年，我校“过程装备与

控制、生物医学工程、工业设计、建筑学、能源与环境

系统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环境科学”等 7 个专业获

国家级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新闻学、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数字媒体技术、农业

资源与环境、动物科学、农林经济管理和临床医学”等

11 个专业及方向获国家级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课程是本科教学的核心。学校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工

作。2004 年制定了“浙江大学本科教育课程建设五年规

划”，并设立专项建设经费，加大课程建设和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改革力度。近年来，学校投入 1 000 余万元实

施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141 项，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137
项（249 门），通识课程建设项目 52 项，大类基础课程

建设项目 166 项，双语教学课程建设项目 142 项，课程

考核方法改革项目 92 个等，通过立项建设，不仅推动了

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提高了课程教学的质量，并且

获得了 39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和 80 门省级精品课程，同

时也带动了全校的课程改革和建设。 
此外，学校还建设并开通了全国高校双语教学资源

网站，建设了本科教学课程中心网站，目前有 1000 余门

网络化课程和 100 余门双语教学课程已建在网络教学平

台上，为进一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和课程建设的网络化，

促进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和网络化学习奠定了基础。 

五、加强教学实验室建设，构建实验教学

创新平台 

近年来，我校抓住国家级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

设机会，制定了《关于开展本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

作的实施意见》和《浙江大学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评审

指标体系》等文件，积极组织、加强指导，通过努力，化

学、生物、力学、机械和电工电子等 5 个实验教学中心评

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等

14 个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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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本科教学实验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制定了《浙江大学本科教学实验室设置管理暂行规定》，

对全校 40 个本科教学实验室重新进行了申报与确认。为

加强教学实验技术队伍的建设与管理，制定了“十一五”

实验技术队伍规划，修订了教学实验技术队伍的聘任与考

核办法，新设校聘教学实验关键岗，加强对关键岗人员的

管理与考核。同时，为进一步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制定了

《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

台了《浙江大学实验设备研制项目管理规定》和《浙江大

学实验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组织实施了一批实验设

备研制项目和实验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为推进实验教学改

革，构建学生实验创新平台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还加大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力度，近三年，

投入 1 亿多元启动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和湖滨校区

教学实验室整体搬迁工作，通过近几年的建设，医学院

和药学院教学实验室上了一个新台阶，有关学院的专业

实验室条件也得到了很好改善。 

六、拓展第二课堂活动，培养学生实践创

新能力 

开展大学生科研训练活动是推进研究性教学的重要

内容之一。我校自 1998 年启动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

（SRTP）活动以来，通过近年的积极推进，到 2005 年校

院两级 SRTP 的立项数已达 2 100 余项，参加学生达 4000
余人次。2006 年我校成为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

计划”10 所试点高校之一和“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项

目实施学校，从而构建了学院、学校、省和国家四级大

学生科研训练体系。2006 年获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项目 63 项，2007 年获项目 70 项；2006 年获浙江省新苗

人才计划项目 42 项，2007 年 44 项。近两年我校每年四

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立项数达 2 200 多项，参加

学生达 4 000 多人次。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研

究能力创造了良好条件。据统计，近五年我校本科生正

式发表论文 1 150 余篇，申请和获得专利 89 余项。 
组织学生开展学科性竞赛活动是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团队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的有效途径。我校十分重

视学科竞赛工作，通过近几年的积极推进，学科竞赛种

类已从合校初期的 4 种增加到目前的 15 种，竞赛层次也

扩大到省级、国家级和国际性竞赛，参加各级各类竞赛

的学生人数每年达 4 000 余人次。为加强实践创新教育

基地建设，2006 年我校又投入 300 万重点建设校内 13
个综合性多功能学科竞赛基地，建设了 13 个学科竞赛网

站和本科生创新网站，并于 2006 年暑期布置了本科生创

新成果展览。为全面开展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培养学生

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实行网络化管理奠定了良

好基础。据统计，近五年我校学生获得国家级和国际性

竞赛奖励 180 余项。 
此外，2007 年我校成为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

员会秘书处单位，在浙江省 10 大学科竞赛中，数学建模、

机械设计、程序设计和结构设计等竞赛的秘书处设在浙

江大学。同时，还积极组织各类学术节和富有创意的学

科竞赛颁奖暨推进会，编印学科竞赛和学术节画册等，

营造氛围，扩大影响，不断推进丰富多彩的学生课外学

术性活动。 

七、建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提高本科教

学质量 

为加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近年来，学校制定

了《关于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监控若干意见》，就加强本科

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提出了整体方案和指导性实施意见。

以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和质量要求，修订了《浙江大学本

科教学教师教学工作规范》《浙江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工作

规范》等。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教学环节的质量监

控工作，实施“课程、专业、学院本科教学工作”三类

评估和“学生学业、教师教学工作、教学管理工作”三

种评价，拓展课程评估的范围（包括实践教学和毕业论

文）。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

评价指标更突出了启发式、研讨式教学和学生综合运用

知识能力的培养，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学激励与约束机制，学校制

订了《浙江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奖励暂行办法》、《浙江大

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浙江大学本科优质

课程评选办法》等文件，对教学改革力度大，教学质量

高的各类教学成果给予奖励。同时对教学质量差的和教

学事故者及时给予处理。此外，进一步加强了教学质量

跟踪和教学环节的检查。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合作，开

发了“课堂教学实况检查系统”；组织教学督导员对双语

教学课程、精品课程、通识课程、全校性选修课进行听

课；抽样检查各学院的课程考卷、毕业论文（设计）；对

每学期的开学第一周的教学秩序、期末考试进行全面检

查，并及时反馈检查意见。 
通过近几年一系列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实

施，我校本科教学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一批

国家级教学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初步建立了

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体系，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

来领导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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