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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回归教育原点的变革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解读清华综合改革

■   柯   进    储召生    董少校

2015 年 5 月 25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

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

30 周年活动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用“承前

启后，深化改革，办更好的大学”14 个字，言简

意赅地勾勒了正处于综合改革风口浪尖上的清华

大学“从何而来、因何而去”的前世今生。

据谢维和介绍，这些年，清华大学就是在改

革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成长起来的，而此次综

合改革也是过去几十年长期改革的一个延续、深

化和系统化。

“清华大学的改革始终没有停顿过”

从 1985 年实行一学年三学期制，到此轮压

缩本科生专业必修课提高通识课质量；从 1996 年

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到 2015 级学生成绩单由百

分制改成等级制。“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培

养这样的人”，始终是清华大学这所百年名校历

次教学改革的焦点。

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早在 1978 年，清

华大学就开始了包括教师队伍分流和结构调整在

内的教师队伍改革，并在调整学科布局的同时，

恢复文科和理科建设。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后，

清华大学成立研究生院，先后开始试行免试攻读

研究生的制度、一学年三学期制和硕士生提前攻

博，并启动一类课程评选、百门精品课程等建设

工程，抓好每一堂课。

“清华大学的改革始终没有停顿过，也是国

家 30多年来改革的一个缩影。”谢维和说，“今

天的综合改革实际上是一系列改革的延续，也有

其内在的必然性。”

清华拥有全国高校中素质最好的一批学生，

他们能在大学四年中学到什么？除了课程知识的

累积之外，大学能给他们提供怎样的视野？培养

他们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些都是清华大学本轮综

合改革绕不开的现实问题。事实上，纵观百年清

华大学的改革史不难发现，其历史上每一次改革

的背后，都是各种大环境使然。此轮综合改革也

不例外。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

“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成

谢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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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华大学此轮“综改 50条”的一个重要指针。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对改革的外部环境曾给

出过这样的判断：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人力、

资本、技术、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加快流动，各种

联系日益紧密，未来的人才要具有全球视野。

2014 年 10 月发布的“清华综改 50 条”，究

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据谢维和介绍，清华大学

教育工作讨论会讨论很久后达成了一个共识，就

是要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创新思维、宽厚基础、

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高层次、多样

化、创造性人才。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得转

变育人观念，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本的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为了实现“三位一体”，特别是价值塑造的

目标，清华大学一方面通过重塑师生关系，使教

师担负起学生价值塑造的主要责任，加强与学生

的接触和交流；另一方面通过教室、校园、国内、

国际、网络以及成长社区的“4+2”六类课堂，强

化课堂内外全过程全方位的互动和训练，以第一

课堂为基础，推动各类课堂协同培养和价值塑造；

与此同时，减少课堂的学生人数，争取把小班课

程提高到 70%，以增加师生的接触频率和交流深

度，从而实现“有温度的教育”，通过老师来影

响学生的思想、人格和人生。

以学业评价改革为杠杆，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

这些年，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

给学生以充分的学习自主选择权的呼喊声，从未

停止过。

以学业评价体系改革为杠杆，给学生提供充

分的选择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成了此次清华

教学改革的首要目标。5月 15 日，清华大学宣布

全面改革现有学业评价体系：从 2015 级本科生和

研究生新生起，过去百分制的分数将退出历史舞

萨文迪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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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上课

台，清华学生的成绩单上取而代之的将是A、B、

C、D等 12 档等级。

与过去的百分制不同，实行等级制后，学生

成绩单上的成绩只是为了反映成长，而不是位置。

新方案允许学生在部分课程上自由选择等级制或

通过制，选择通过制的课程成绩将不计入学分绩。

这样，学生就可以根据各自兴趣爱好，自主选择

难度大、有挑战性的课程，不必因为担心学分绩

掉下来而不敢选。

实际上，给学生专业或者课程的自主选择权，

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季羡林先生在德国

留学期间，就几经辗转才最终找到自己的兴趣所

在，并确定自己所学的专业。曾有很长一段时间，

教室里只有他一个学生，使得教授的讲课常常变

成他们师生两人的一问一答。即便如此，学校也

并未因学生数不足而取消这门课。

“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不是看外表多么花

哨，关键是看人才培养，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谢维和说，“这次清华大学的综合改革正

在着力解决的是，怎样把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国家

的战略有机结合、怎么建立有效的大学治理体系

和大学文化、怎么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通过有

效的体制和机制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三个问题。”

“这次改革不是增量改革，而是一种存量改

革，是要对学校原有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利益

分配机制进行改革，要促动那一块过去属于自己

的传统奶酪。”谢维和表示，清华大学的综合改

革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其中，近一半的院系已

完成了人事制度改革，教学改革方案也已向社会

公布。为期半年的第十七次科研工作会议正在进

行中，其他的相应改革也处于酝酿阶段。

（本文转载自《中国教育报》 2015年 5月 26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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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从百分制到等级制

1.以学期为单元记载课程成绩。

2.以等级制方式记载课程成绩。

3. 依据考核方式的不同，课程成绩以A+、A、

A-、B+、B、B-、C+、C、C-、D+、D、

F形式记载，或者以 P、F形式记载。建议获

A-及以上等级的人数不超过该课程修读总人

数的 20%（如有特殊情况，任课教师需要向

教学主管部门提交情况说明）；获得A+的人

数不超过该课程修读总人数的5%，并须逐一

做出说明。

4. 成绩对应规则

5. 过渡期方案

2015级之前的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

成绩记载适用过渡期方案，过渡期方案自

2015~2016学年度秋季学期开始实施。

成绩单仍然保持百分制形式。任课教师

若以等级制成绩录入教务系统，系统依据下

列转换规则将等级制自动转换为百分制。

GPA：从单一到多元

1.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各院系可根据实际需

求向注册中心提交所需学分绩种类，如根据

院系要求不同，要求对于学生“数学类课程

学分绩” 、“人文素质课组学分绩” 或体

现学生学分绩变化的“发展性学分绩”等进

行计算。

2. 考虑在推研过程中淡化学分绩的逐次排

名，而只提供前 10%、20%、40%、80%等段

位的名单，通过面试等手段，加强对学生科

研潜力、素质等方面的综合考察。

(本文由《清新时报》供稿 )

学生解读新学业评价体系——
没有百分制，弱化GPA，我们怎样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