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计划怎么“修”

邬大光

教学计划亦称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而形成

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系列课程和教学活动安排的总和，集中反映了学

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基本要求，是高校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

依据。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性和社会需求的变动性，国内高校教学

计划基本按照“四年一大修，每年一小修”的习惯，而国外大学对教

学计划没有硬性的修订要求。可见，教学计划调整是高校教学管理

的一项常规工作,同时表明国内高校对人才培养方案的高度重视。

我在管理岗位时，曾三次主持教学计划的修订，最后一次是在

2013年，前后用了一年时间，曾把这次教学计划修订看成是自己的

“得意之作”。当时的做法是要求每个专业对标国内最好的五个专

业和国外最好的五个专业，最后连续听了十天汇报，其中化学化工

学院竟然找到了国内外二十余所一流大学的化学专业培养方案。

正是这次修订，让我对国内外高校的教学计划有了一个整体认知。

几天前，参加了西安欧亚学院“2024版教学计划修订汇报会”，

他们称为“专业大练兵”。本以为是一次例行性工作，却让我看到了

“例外”。汇报会不仅邀请了校外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还邀请了与

学校有合作关系的企业负责人。八位“专业主理人”汇报了此次修

订的全过程，他们用近一年的时间，深入调研了各自专业对接的产业和企业，将其

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层次，系统呈现了市场对人才的真实需求，也理清了学

生在行业和企业的实际就业层次与岗位。他们发现，同样的专业、行业和企业，不

同学校的就业岗位与层次是不同的；甚至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学生在同一行业的

就业方向也是不同的。正是理清了这些不同，使他们修订教学计划有了抓手。

回想当年自己主持的教学计划修订，以及看到的大多数高校的同类修订，主要

是基于学校自身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调整，很少像欧亚学院这样，从社会需

求的视角做扎实的市场调研。国内一些高校的教学计划年年修订，却年年如旧，且

随着政策或分管领导的调整，教学计划也“走马灯”似的变换，甚至陷入轮回式、翻

烧饼式的修订。教学计划修订需遵循学科发展逻辑、社会需求逻辑和学生发展逻

辑。在计划体制下，由于计划需求的单一性，高校教学计划修订并不太关注社会需

求，更多关注学科发展逻辑。此次欧亚学院的做法表明：教学计划修订可以分为前

端、中端和后端。前端指的是对市场需求的调研，中端指的是学校的教育教学资

源，后端指的是学生体验。这种做法是“先看市场，再做修订”，体现了学校对市场

需求和学生发展的关注，该尝试至少为应用型高校修订教学计划提供了新思路。

从人才培养的闭环来说，从前端、中端和后端共同发力，有助于解决社会需求

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因为，前端的市场需求调研可为中端的教学计划

修订找准明确的方向，使其避免闭门造车；后端信息的收集，尤其是学生就业后在

企业中的成长体验，也会反过来“倒逼”前端的目标设置和中端的教学资源配置。

传统的教学计划是“以始为终”，充满着制定者的想象与自我陶醉；欧亚学院的教学

计划是“以终为始”，是立足现实与面向未来的尝试。

未来，所有高校教学计划的修订必须摆脱以往的“套路”，避免为修订而修订。

尽管欧亚学院的做法只是一次尝试，却让我们看到了应用型高校的一线“曙光”。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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