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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我任清华大学教务处长， 后来任副教务

长、教务长、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1992 年调教育

部后，任高教司司长、主管高教的副部长，可以说与高

等教育的教学管理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对教学工作

和教学改革工作有深厚的感情，体会多多、期望多多、
担心也多多。

一、建设、管理、改革

在清华大学多年的工作，特别是教学工作，是我

终身难忘的经历，原教务长吕森同志在动员我去当教

务处长时曾经说了一句话“教学管理工作，时间长了，
你会觉得很有‘味道’”，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上，时至

今日，我有时也跟别人重复这句话，说明我也对这个

“味道”有所领略。 1994 年 4 月在东北大学召开的“全

国普通高校先进教务处表彰会”上我曾经说过教务处

是学校的第一大处。 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其含意是

培养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这也算是我对教学管理工

作的一点领悟。在清华大学几年的教学工作是什么感

悟呢？
1. 教学工作的内容是搞好建设、改革、管理。 即

扎扎实实地搞好教学的基本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教

学改革，严格规范地实施管理。 学校的教学工作有四

个基本建设：第一是专业建设（包括学科的建设），努

力使清华大学变成以理工为主的综合型大学（实际上

是多科型大学）；第二是课程建设，主要是重点课程建

设和一类课程的评选；第三是学风建设，当时大力开

展了优良学风班的建设；第四是基地建设，校内外教

学实践基地的建设。 改革有两方面：一是积极稳妥地

推行教学改革；二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教学内容、体系

和方法的改革。 严格规范地实施管理，开展教学管理

上等级活动。
2. 处理好三个关系，防止两种倾向。 教学工作在

方法上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是处理好“建”与“改”

的关系，建设推动改革，改革促进建设；第二是处理好

“教”与“学”的关系，既抓教又抓学，通过课程建设抓

“教”，通 过 学 风 建 设 抓“学”；第 三 是 处 理 好“严”与

“活”的关系，在教学要求和管理上要严，在教学方法

上和教学组织上要活。 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防止急

于求成，教学改革不能急功近利；二是防止搞花架子，
教学改革不能猎奇。

3. 教学工作的总体目标要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

素质。 教学工作不要被日常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所缠

绕、所掩盖。 要把自己工作的总体目标放在提高学生

全面素质上。要从这样一个高度来思考和研究教学工

作的问题。
二、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教育思想

观念的改革是先导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

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5 月 2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使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
1985 年以后，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处于初始阶

段， 也由于当前部分学校的学潮不断直至 1989 年的

政治风波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1992 年 11 月国家教委召开了建国以来全国第四次

教育工作会议， 这是一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盛会。
会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真正得到了大力推

动。
1. 五大体制改革。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等教育长期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一切都由

国家包下来，一切都由政府统起来，实行一包二统的

制度，所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打破

一包二统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当时概括了五大体制改

革，即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体制、招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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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如向学校下放办学权利，实

行学生毕业后自主择业。 实行学生缴费上学，部分院

校调整,打破条块分割，组建一部分更加综合的大学，
3+X 的高考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等，这些改

革使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并且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一批高

水平大学在体制上打下了基础。
2. 四个投入不足，教学的五大弊端。 跨世纪的改

革提出了教学改革是核心的思想。一手抓体制改革一

手抓教学改革。 为了推进教学改革，教学主管部门经

过深入的调查，提出当前教学工作中存在着四个“投

入不足”的问题，即教学经费投入不足、领导精力投入

不足、教师对教学工作投入不足、学生对学习投入不

足。 四个“投入不足”一经提出，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

响，甚至有人指出教育主管部门敢于正视问题。 在一

段时期许多学校对照四个“投入不足”检查自己的问

题，出现了更加重视教学的局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改革，归纳了教学工作中的五

个问题。 专业设置过窄，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偏

死，外语水平偏低，人文教育过弱。 针对上述问题，在

跨世纪的改革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两次调整

专业目录减少专业数目， 进行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改革，大力推动外语的四、六级考试，比较大

幅 度 地 提 高 了 我 国 高 等 学 校 学 生 的 外 语 水 平 。 从

1995 年开始在重点学校大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对

于解决我国高等教育重理轻文、人文教育过弱的问题

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高校存在的教育方法偏死问

题，虽然没有想出得力的办法，但也曾经说过，总有一

天要来一次教学方法的大改革。
3. 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的改革。 1993

年底国家教委高教司制定了 《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

教学内容和课程内容改革计划》， 时任教委主任的朱

开轩同志批示“富有远见，意义重大”。
1994 年在全国全面启动此计划， 得到各高等学

校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参与，全国

有 500 多所学校 2 万 3 千多名教师参加，这是我国有

组织、较系统、起点高、立意新、整体性的教学改革计

划。 出版近 1000 本“面向 21 世纪”的教材，其中一部

分教材达到或接近了世界水平，当然大部分应是国内

最高水平和高水平的教材。这批教材的编写集中了国

内最高水平的教授专家，花了很大的精力，这项计划

历时多年。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是一笔宝贵财富，是

我国一次卓有成效的大面积教学改革实践。
4. 教务处是学校第一大处。 在我的教育人生中

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声疾呼过“教务处是学

校第一大处”，并且说教务处在学校的地位，怎么提别

人也不好反对，也不为过。 教务处是学校第一大处不

是一个排队，而是说培养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第一

大任务， 学校培养人的整个业务操作都在这个处手

里。 第一大处的提法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直传播到现在，尤其是各学校的教学部门和教学主

管几乎都知道，教务处是学校第一大处。
5. 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到 21 世纪。 1996

年初，我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再过五年时间，我们

将进入 21 世纪。 我 1995 年 11 月被任命为国家教委

副主任，分管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当时在对我国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认真思考后，提出“把一个什

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到 21 世纪”这个重要命题。
（1）把一个规模效益、办学效益比较高的高等教

育带到 21 世纪。
（2）把一个结构、布局、体制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

带到 21 世纪。
（3）把一个教育教学质量更高、办学水平更高的

高等教育带到 21 世纪。
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是世界各国面向 21 世

纪高等教育改革共同思考的主题，也是高等学校永恒

的主题。 经过几年来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下

面四个思路。
思路之一：要进一步明确或确定教学工作、培养

人的工作在学校工作的地位、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 培养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
思路之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教学改

革的重点和难点；
思路之三： 提高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主

题。 离开了教育质量就谈不上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

教育的生命线；
思路之四：要不断探索教学思想、教学观念、人才

培养模式的改革和调整。要不断摒弃旧的过时的教学

观念、教学思想，探索现代化的教学思路、教学观念。
（4）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教育思想教育

观念并把它带到 21 世纪。
三、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2008 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 回顾 30 年来高等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 1985 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的颁布和 1992 年第四次全国高

等教育工作会议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跨世纪中经历

的改革、发展，让人感到兴奋不已，用了“大改革大发

展大提高”来概括这个伟大的改革进程，2007 年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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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文章。
大改革。 首先开放本身就是一个大改革，使中国

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了一个开放的高等教育；其次在跨

世纪过程中进行了或初步进行了五大体制的改革，使

中国高等教育初步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者是

教学改革。
大发展。 伴随着大改革的进程，我国高等教育出

现了规模的大发展，1998 年在校生人数为 643 万人

到 2006 年在校生近 2500 万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高等教育，真正是一个奇迹。
大提高。在大改革大发展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必须

来一个大提高。 只有大提高才能巩固大改革、大发展

的战果，只有大提高才能不断地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推向前进。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提出了建设高等

教育强国的思路，具体措施上要完善体制改革，深化

教学改革，强化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
四、念好四本“经”
2012 年 3 月教育部召开了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工作会议”， 会议提到和反复强调的是牢固树立

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有些提法使人感到有“回归”的

感觉。 仔细回顾了这一辈子关于教学改革的经历，想

了想哪些根本的东西是必须遵循的，哪些是要常念的

“经”，所以写了念好四本“经”一文。 一是培养人是学

校的根本任务，二是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三是本科

是基础，四是知识、能力、素质是培养人的三要素。
由于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现在的大

学变得十分繁杂，诱惑力也十分多样，如何来办好学

校确实要求一个校长、办学者头脑十分清醒，思路十

分清晰。 在这里，是否重视培养人，重视教学，重视教

学改革可能就是试金石，衡量的标准，检验的尺度。
在我的教育人生中，考虑的最多、写的文章最多、

话语最多的就是教学、教学改革。教学是一块试金石，
是衡量或者检验一届政府、一届教育主管、一届校长

是否理解教育，甚至是否懂教育的试金石，不讲培养

人的教育领导是不合格的领导，不重视教学的学校不

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学校。
以上是我的教学改革情结，愿以此与同行共勉。
（周远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

100082）

Zhou Yuanqing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082）

Abstract: In my life, I have spent all my time o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I have a great
affection for it.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it are these: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the key, teaching reform is the core,
education ideology reform is the guide;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are do well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form, and the overall goal is improving the students quality comprehensively; office of teaching affairs is the
first and big office in a university; the basic task of the university is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is the lifeline of a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 university; knowledge, capacity and quality are three
elements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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