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 年的热潮中
,

我们迎来了新

世纪的第九个新年
。

新岁惟祝愿
,

叫成功再相伴
。

站在历 史新起点考察
,

高等教育面临着进一步推动

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的双重压 力
,

实际 工作头绪纷繁复

杂
,

要求更高
。

就深化和完善改 革而 言
,

最当紧的该是提

醒 高校别忘 了 改到深处是教学
、

改到真处是教学
、

改到

难处是教学
。

就是说
,

教学改革的成功
,

对破解高等教育

提 高质量难题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今往后
,

教学
改革

、

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
,

应成为高等学

想法
,

如果得不到党政一把手的认可和 支持
,

也是 白 费力

气
,

使
“

深化教学改革
”
只 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

、

轻描 淡 写

的红 头文件上
,

难以 有效付诸实践
。

现行的教学评估和教

学成果评奖
,

对教学改革的导向也不 明显
,

致使 高校和 师

生时教学改革始终兴奋不起来
。

二是受根深蒂固习以 为常
的旧 思 想观念束缚

,

全 国性成体 系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大

气候尚未形成
。

管制式教育和灌输式
、

死 背强记式教学已

暴露 出种种弊端
,

但还在大行其道 理论与 实践

脱节
、

教的 学的与做的行的不 一 致
、

甚至相背离

早已令人厌烦
,

却改 而 难见 大成效
。

为什 么 皆因

传统教育教学思 想观念和 旧 教学方式方法作祟
。

最需要警觉的是
,

当今各级为政掌权和执教育人

的人
,

大都是旧 体制旧 体 系旧 方法培养熏陶 出来

的
,

大 家都习 以 为常
、

见 怪 不 怪
,

要想大 变革
,

反

而 不 适应
。

人们看到
,

多数高校的高管
,

沾沾 自喜
于本校的教学在一 天天照 常运转

,

毕业 生在一批

批照 旧 毕业
,

就是很 少想到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

需求的反差有多大
,

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说不 出

子丑和寅卯 即使有校长院长对教学改革也 一 声

声地挂在嘴上
,

仍 是 只 听雷声
,

不 见或 少见 雨 下

来
。

冲破这些或显性或隐性的束缚
,

或外部或 内

部的阻力
,

更需要来一场教育教学思 想大解放
,

观念大转变
,

方法 大革命
。

令浩歌

校改革克艰攻难必须关注的焦点
。

教学是高等学校生存运行的主线
、

本真
、

主

旋律
。

没有了教学
,

高校就不复存在 教学工作搞

不好的高校
,

就不 是好高校 淡忘教学改 革
、

或不

能让教学改革有实质性突破
,

即使别的改革再热

火朝天
,

也谈不 上 落在 了 实处
,

高等教育质的提

升和超越就难以 实现
。

这并非是说教学以 外的改

革不 重要
、

可有可无
。

相反
,

高教管理体制改革
、

投融 资体制改 革
、

招 生与就 业 制度改 革
、

人事与

分 配制度改革
、

后 勤保障体制改 革等等
,

都是很

重要的改革 没有这些改革的支持
、

支撑
,

教学改

革就会严重受阻
、

有时甚至寸步难行
。

但是
,

这些

改革毕竟都是外围的改 革
,

或者说
,

这 些改革都
不 是为改 而 改的

,

最终都要落实到服务和促进教

学改革
、

有利于立德树人
、

培育新人上
。

舍此
,

高

等教育改革就可能迷失方向
。

现在社会和大学生

对高等教育所持的批评和不 满意
,

主要不在于高

等教育所确 定的办学目标 不好
,

而 是质疑现在的

高校是否 真正将教学和育人放在首要位置上
,

是

否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真正承担起责任
,

是否有培

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和 办法
,

是否 能让毕
业 生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

。

所有
这些都在呼唤 我 国 高等教育的发展模 式

,

应 由

规模扩 张为主转向 内涵提升为主 的质量型发展之路

等教育的改革
,

应在深化和 完善管理体制改革的 同时

教学改革是一 个大课题
、

一 门大学问
,

它步及

到教育教学思想观念的更新
、

新旧 体系的转换
、

教

学内容和手段的现代化
、

育人模式和方法的科学
性先进性等

。

这些都决定 了教学改革是个大难题
。

但再难也得改
,

而 且应大改
,

不 是 小改 早改 比 晚

改更主动
,

大改 比 小 改 更有效
、

更值得企盼期待
。

实际上
,

局部的改革
、

或某些方面的小改 小革早已

起步
,

一概否认以 往 已在进行的教学改革功效
,

有
失公允

。

然而
,

站在历 史新起点上审视教学改革
,

改到一深处一是教学

高
,

将

深化教学改革
、

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放在更加 突出

的位置
。

就是要 自觉地承担更大的责任
、

凝聚更多的精力

和心 思
,

把教学改革这一 高等教育最核心 最本质的改革

切实抓起来
,

抓 出大成效
,

促进质量大提高
。

改到深处难处是教学
,

难在何处 归 因很 多
,

有两点

不 可视而 不 见
。

一是主管部 门和 高校还不 能 完全把发展

重点转移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上 来
,

还没有认清教学改

革
、

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时提高质量
、

培养创新型人

才的重要性
、

紫迫性
。

人们 看到
,

以校长为代表的高校各

级领导
,

都在为保稳定
、

保运转
、

扩规模
、

跑项 目
、

搞科技
创新等东奔西 闯

,

就是不 能集中精力 系统谋划思考保质

量
、

抓教改
、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

也未深刻认识保质量时

保稳定的本质意义
。

很多人认为
,

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只

是教学部 门 的事情
,

事不 关 己
,

你急我不 急
,

隔岸观 火者
众

。
而教学主管部门 又往往被具体事务缠绕

,

分身乏术
,

还惑叹权限制约
,

也没 能或不 会对教学改革进行 系统研

究和整体设计 即使早知早觉者有了些好的教改主张和

站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高度审视教学改革
,

站在建设

人力资源 强 国和 高等教育强 国的 时代新要求审视教学改

革
,

实在都还有太大的差距
。

时至今 日
,

对旧 的教学或人才

培养体 系只 是修修补补式的改革已不 能解渴
,

局部的单项

的教改仍 然需要
,

但也不 应是主要的着眼 用力处
。

我们 应

把教学改革的 目光投向更加 草重教育教学规律的综合改

革
、

整体推进
、

构建新体 系上
,

把重点放在搞好顶 层设计
、

建立有利于人才脱颖 而 出的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上 还应

制定引导有力的能充分调 动 师生参与教改积极性的重大

政策举措
,

营造声势浩大
、

教改光荣的典论氛围
,

促使人们

对深化教学改革极端重要性
、

紧迫性
、

艰 巨性的新觉醒
,

激

发对教学改革的高度兴奋
、

高度责任
、

高度智慧
。

改到深处真处难处是教学
,

面 对教学改革的历 史性重

任
,

不 想改不行 了
、

不会改也不行 了
,

改 了不见 大成效也难
以取信 于学生

、

取信 于社会
。

破解质量难题靠改革
,

应将教

学改革上升为
“

一把手工程
” 。

什 么 时候打赢 了教学改革攻

坚战
,

中国高等教育就能以 更高的质量
,

更好的形象昭 示

于社会
,

昭 示 于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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