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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从微观层面来说，抓学
生学习就是振兴本科教
育的重点环节。通过抓
学风、抓学业、抓实习、
抓考试、抓毕业、抓主辅
修、抓双学位制度改革、
抓体育、抓生产、抓阅
读、抓社会实践，让学生
忙起来。不仅希望学生
能在传统的意义上忙起
来，更需要学生在创新
创业方面、知识能力素
质方面开拓新路。

璀璨的名字和成就，与一个机构紧

密相连——中国科学院。成立70年来，

中国科学院以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

福人民为使命，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重大创新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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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届高校毕业生规模
预计达874万人

本报讯 2020届高校毕业生规模

预计将达到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

在京共同组织召开2020届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

议。会议指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摆在最突出位置，确保高校毕业生就

业大局稳定。

会议要求，各地要早谋划、早安排、

早行动，健全部门衔接、资源共享、通力

合作的工作机制，将更多优质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资源向校内延伸。要加强就

业指导，组织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活动，

组织职业指导师与毕业班建立联系，组

织毕业生参观人力资源市场，帮助增强

从校园到职场转换的能力。要推送就

业信息，对接当地高校学科专业特点，

收集筛选一批岗位信息集中推送，实施

好城市联合招聘、金秋招聘月、就业服

务周等活动，将资源向非中心城区和

三、四线城市高校倾斜。要开展创业服

务，将创业培训向校园延伸，支持建设

一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要落实就

业政策，将本地政策清单、服务清单、服

务机构联络清单打捆打包向毕业生推

送，精简证明材料，抓好求职创业补贴

发放。要强化权益保护，解读劳动就业

法律法规政策，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发

布求职陷阱提示，严厉打击招聘过程中

的欺诈行为。要加大宣传引导，发布政

策服务宣传指引。 （胡 浩）

河南校外线上培训机构
年底前完成备案审核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等

6部门联合下发文件，规范全省面向中

小学生、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的学科类

校外线上培训活动，要求这些机构年底

前完成备案、审查核实。

由河南省教育厅、中共河南省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等6部门

联合制定的《河南省规范校外线上培训

的实施方案》，要求营业执照、ICP备案

地址在河南省范围内，面向中小学生开

展的学科类校外线上培训活动，其主办

机构、培训内容、培训人员纳入备案管

理范围。12月31日前，河南省教育厅

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所有机构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查核实，以促进校外线上培训

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按照要求，校外线上培训应当合理

设置课程培训时长，每节课持续时间不

得超过4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

钟。校外线上直播培训时间不得与中

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面向小学1年

级～2年级的培训不得留作业。学科类

培训教师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教

师资格，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聘

用外籍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必须将收费项

目、标准和退费办法在平台的显著位置

进行公示，未经公示不得收费，不得超

出公示的项目和标准收费。按课时收

费的，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60课时

的费用；按培训周期收费的，不得一次

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李丽静）

□ 姚晓丹 晋浩天

随着期中考试的临近，近日，

河北体育学院40多名学生因旷课

过多被公示退学，还有一些大学根

据学分情况公布没有通过考核的学

生，同样公示退学。这些新闻背后的

信号令不少人感慨“严冬将近”“大学

日子难过”。

从2018年9月，教育部出台《关

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开始，

大学“清考”成为历史。如果学生无

法通过考试，将没有“放水”通过的机

会，而高校的各项规章也随之愈加约

束严格，一年以来，学风收效可谓显

著。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主任王德岩介绍，一年前，他所带的

班级60人中曾有过数十人都不能通

过的记录，一年时间过去，同样的难

度，现在未通过的仅有两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

日前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就

此作出了回应。他说：“各个学校在

管理方面严起来是一个共同的做法，

每个学校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高

等教育法，根据各个学校的章程、规

章制度制定了符合自己学校的要

求。如果学校是依据规定作出这样

的处罚，那是一个好的信号。”

当本科教育“严进严出”成为风

气，本科教育质量的提升能否就此走

上快车道？

学风变起来

取消“清考”前，大学生的日子是

怎样的？“躺”也许是其中一个关键

字。青年教师刘伟曾长年担任教学

秘书，对此深有感触。他曾带过四年

出勤率是个位数的学生，反正最后

能不能通过考试都会给予形式上的

认证。“同学们普遍学习压力不大。”

刘伟说，“还有学生大四上半学期挂

科数十门，下半学期如期照常毕业的

例子。”

“这就是一种风气，非常不好的

风气。”王德岩说，“大学生一进校，过

不了3天时间，就能从师兄师姐那里

知道考试好不好通过，哪个老师会放

水。当他们知道无论如何都能毕业，

学习积极性自然有所降低。”

今天，王德岩认为，“清考”考试

取消之后，最早感受到“严风”来袭的

也一定是新生。他们一定能从同学

那里知道，“考试难起来了，必须打起

精神。而他们打起精神之后，本科教

育质量也将为之一振。”

所以，一年间，不能通过考试的

学生人数锐减，“加之辅导员、授课教

师日常管理更加严格，除非是真的学

习有困难，不然按照正常的学习计

划，基本上所有同学都能如期完成学

业”。课堂出勤率、自习室的利用率

一年间明显提高，王德岩感受到学风

在悄然变化着。

经历了12年寒窗苦读，一进入

大学，感受到的是“放水”还是“严

管”，对学生学习态度乃至人生观的

影响都是很大的。为什么明知道“放

水”的坏处，此前高校还要继续组织

“清考”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认为，这与“招生指标”的分

配息息相关。“当年高校按计划招生，

如果学生不能如期毕业，不但浪费了

‘指标’，第二年的招生计划也会因此

受到影响。”

王德岩表示，这与就业率的检测

也密不可分。学生不能如期毕业，就

业率自然受到影响，学校和家长也可

能由此认为，“专业的吸引力不足，第

二年的招生计划和报名人数也会受

到明显影响。”

学生忙起来

去年，华中科技大学曾给予不能

修满学分的学生“本科变专科”的处

理，一时之间引来议论纷纷，不少专

家在给政策“点赞”的同时，也提出隐

忧，寒窗苦读，一朝罢免，对于学生的

前途来说，是不是“过于严厉”？如何

既“提高质量”又“治病救人”？

“严，应该是本科教育的题中应

有之义。理论上，不能完成四年本

科学业，就不应该得到毕业资格。”

储朝晖说。

“我们去年也说过，让一部分学

生天天打游戏、天天睡大觉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吴岩表示，必须要改变

让所有学生进了学校就等于进了安

全箱、就必须毕业的情况。“现在有

学生不对自己负责，不对家长负责，

不对社会负责，他就应该付出应有的

代价。”

当“严”字当道，不少高校也有一

些“柔”的政策。

王德岩表示，今天高校转专业的

“口子”放得更“开”，如果在这个专业

学习吃力，辅导员、教师等一般都会

给出专业建议，为学生调整专业，“尽

一切努力让学生学习好、顺利毕业。”

刘伟说，他们会通过日常谈心，

帮助学生舒缓学业压力，一旦学生有

挂科的情况，还会及时辅导，并和家

长取得联系，多方配合，争取让同学

们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吴岩在发布会上指出，自2018

年6月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

作会以来，特别是全国教育大会以

来，教育部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在

办学思想转变、育人理念更新、体制

机制改革、质量标准制定、技术方法

创新、教与学范式改变、质量文化建

设等方面下大力气，就是为了全力打

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从微观层面来说，抓学生学习就

是振兴本科教育的重点环节。吴岩

说，通过抓学风、抓学业、抓实习、抓

考试、抓毕业、抓主辅修、抓双学位制

度改革、抓体育、抓生产、抓阅读、抓

社会实践，让学生忙起来。不仅希望

学生能在传统的意义上忙起来，更需

要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知识能力素

质方面开拓新路。“盘点一年来高等

教育本科攻坚战的成效，可以说，本

科生在刻苦学习方面开始真正忙起

来了，不求上进、不思进取的学生开

始紧张了，本科毕业开始难起来了。”

管理严起来

当本科毕业越来越“难”，王德岩

也有一些担心，政策如何执行好。“未

来，专业就业率的轻微浮动会不会再

次影响考试，会不会再次‘放水’？”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文件，也对此

有着正面回应。10月20日，教育部

印发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明确提出，要发挥校内教学指导委员

会的课程把关作用，严格考试纪律，

严把考试和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

“清考”。

解决了学生关，教师的教学质量

关也要有保障。《意见》指出，要经过

3年左右时间，建成万门左右国家级

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双

万计划”将全面覆盖所有类型高校、

所有类型课程，推动我国本科教育质

量整体提升。并要求在高校培育建

设基础上，从2019年～2021年，完

成4000门左右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4000门

左右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6000门

左右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

程、1500门左右国家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一流课程、1000门左右国家级

社会实践一流课程认定工作。

除此之外，教育部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认为，在学生

的评价标准上，还应该注意分层分

类管理。“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和应用

型高校的学生，在学分选修上、在实

践能力上、在思维训练上都应该有

不同的要求和规定。曾有研究证

明，高考分数有50分左右差别的，

培养模式就不应该趋同。对学生理

应要求严格，但是对高校来说，理论

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框架设计、知识

技能和思维训练的整体设计都应该

有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培养出更

多优秀人才，本科教育质量才能从

根本上得到提升。”

□ 吕京笏

近日，教育部下发《关于深化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

要提升高校学业挑战度，严把考试毕

业出口，严格教育教学管理；同时明确

严肃考试纪律,坚决取消毕业前补考等

“清考”行为。事实上，教育部去年8月

就曾发文要求取消“清考”制度，此后

又在不同场合和文件中反复提及。这

表明了教育部进行改革的决心,也折射

出此举的难度和存在的阻力。

不得不承认，一些大学生日常熬

夜、旷课、滑水是有“底气”的。如果

期末考试没有通过，还可以参加补

考；补考没过还可以重修；若学校不

允许重修，或重修考试仍然没有通

过，毕业前还会有一次考试机会，这

就是大家熟知的“清考”。

作为学生的学业能力是否可以

达到毕业标准的最后一道检测，“清

考”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在很多

学校，“清考”其实就是一次集体的大

型“放水”现场。取消“清考”制度，针

对本科生的毕业考核进行严格管理，

拆除了平稳毕业的最后一道保护墙，

将大学生赶出“安乐窝”，从学生主体

入手倒逼本科生教学效果的提升。

事实上，取消“清考”的风潮并非

首次刮起。201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等高校就取消了“清考”制度；2013

年，西华大学也发布公告称“从2012

级学生起，取消毕业前增加的一次补

考”；自 2018 年教育部提出取消“清

考”制度后，广东财经大学、河北地质

大学、广州大学等多所高校先后发布

通知，明确取消“清考”制度。

在地方政策方面，江西省于2019年

印发《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振兴本科

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学生学业

评价机制，全面取消“清考”；河南省也发

布文件指出，将“逐步取消清考制度”。

当毕业失去了捷径，重视过程、

脚踏实地，显然比投机取巧更靠谱。

因此，取消“清考”制度，不仅可以起

到鞭策大学生认真学习的作用，也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其“唯结果论”

的被动学习观。

青春年华本该是最有进取精神

的年纪，大学生活的重要意义便在于

“求真知、练本领”，大学生浑浑噩噩、

颓废堕落，最终后悔莫及的案例屡见

不鲜。2018 年，华中科技大学便有

18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从本科转为

专科；同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一门

选修课，22 名同学因作业抄袭被判

零分，更是为热衷做“知网搬运工”的

学生们敲响警钟。

警钟敲响之时，学校也应该反

思。提升本科教学质量，严把考试关

是必经之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

毛入学率约为50%，高等教育正在从

大众化走向普及化。而当前很多大

学的育人模式则一直被诟病为“严进

宽出”，此次教育部明令取消“清考”，

无疑对“宽出”进行了重要调整。

对于大学生来说，在最好的年

华，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教育部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办学思想转变、育人理念更新、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下大力气，

让本科教育“严进严出”成为风气，从根本上提升教育质量

明令取消“清考”彰显改革决心

消防演练进校园消防演练进校园
全国消防日即将来临，内蒙古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走进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通过开展消防演练、宣讲

消防安全知识、推广消防疏散逃生操等方式，增强学生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图为内蒙古消防救援总队

指战员向学生们现场展示如何穿戴空气呼吸器。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