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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抽检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福建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
实施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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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评议要素（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否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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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意义
（10）



写作安排
（15）

逻辑构建
（20）

专业能力
（35）

学术规范
（20）

立足中国 在交叉研究中不断创新

——

高等教育学科同样需要培根铸魂，立足中
国实际

记者：

潘懋元：

按：今天的高等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作为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能解决了的。高等教育学

应成为一级学科，要加强学科间的互动，获得其他学科的承认与支持，做到博采众长、不

断突破。



高等教育学应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
级学科

记者：

潘懋元：



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必须释放创造
能力

记者：

潘懋元：

高等教育“深水区”与大学转型发展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这是新时代对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环境的基本判断。高等教育“深水区”与大学转型发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转型

发展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高等教育改革命题，也是新时代我国大学发展的重要任务，大学

转型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闯过“深水区”。从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宏观背景出发，

简略回顾西方高等教育历史上的“冰河期”，列举我国高等教育“深水区”的诸多现象，

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深水区”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深水区”既是一种预警和危机

意识，也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转型发展是闯过高等教育“深水区”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深水区；冰河期



一、正视高等教育的“深水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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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的“深水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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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深水区” （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一个“深水区”



（三）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个“深水区”

（四）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一个“深水区”



三、大学转型发展是闯过“深水区”的必
由之路

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





新发展格局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呼唤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面临新变化

需求变化。

提升供给
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资源变化。

【摘要】：随着新发展格局的建构,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使命担当和发展策略将发生

新的变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入新的调试期。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既是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

应抓住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深化高等教育供给側改革、扩大高等教育开放和加快推进高等

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等重点,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

水平。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布局优化；供给侧改革



空间变化。

社
区学院、老年教育、在线教育等新的高等教育
类型将成为具有活力的领域

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与业态重塑
将成为主流，高等教育体系将进入新的分化、
重构和变革期。

外部需求是基础，决定着高等教育资源配

置方向，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空间格局，关乎

高校战略选择的价值理性。资源是变量，直接

影响需求的可实现程度，关乎高校发展的模式

与路径。空间是关键，深受需求与资源的影响，

关乎高校的目标定位和发展重点。

（二）高等教育的使命担当面临新要求

高等学校处于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
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科技创新动力。



与“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
地，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加快培育
更多内陆开放高地，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实现
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相适应的国际
化布局；

引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
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
水平创新团队

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全方位支
撑。

（三）高等教育的发展策略面临新调整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和
路径手段要做出适应性调整

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
有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

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在更广领
域、更高水平上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与现
实短板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义

关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提法始于官
方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很难给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下一个精
确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

质量变
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等，是可以移植到高
等教育领域



高质量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全面
转变。

以新理念为统领，以新动力系
统为支撑，以新发展效率为标志的，涉及治理
方式、办学模式、育人方式的全方位革命性变
革 核心是通过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发展，开辟
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境界。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变发展
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战略
部署具有步调协同性，与教育现代化、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等目标追求具有价值一致性。

高质量发展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高级
阶段。

2007
年国务院招生工作会议到党的十八大之前

凝聚共识
以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重点的内涵发展阶

段

从党的十八大到 2019 年 搭建政策
体系 推进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实
施“双一流”建设计划、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为标
志

《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综合方案》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为标志 内涵发展进入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新阶段，亦即高质量
发展阶段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结构合
理性与外在功能有效性的综合体现

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
和人才培养结构高度优化的

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程度、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和区域协
调发展力度、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效度以及人民
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达到更高的水平。

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短板

传统的产业基础与先进的知识
传承之间的不和谐，又加剧了经济与教育协调
发展的难度

三、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

（一）重塑衔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高等教

育布局体系



（二）打造服务“双循环”的高等教育开放

体系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为龙
头，打造具有世界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高等教
育开放高地

（三）建设支撑“双循环”的高质量高等教

育供给体系

优化高等教育供给结构。

探索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推动“高峰”与“高
原”协调发展





一、通识教育并不是国际本科教育的普
遍模式

general education
liberal education

Abbot Lawrence Lowell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 & Universities, AAC & U

general

depth
breadth



二、美国通识教育存在极为多样化的模式



AAC & U

三、通识教育理念与践行之间存在落差

AAC & U
Jerry G. Gaff



Ars Vivendi in Mundo

failing

四、通识教育倡导学习自由但效果因人
而异

decided undecided

Joe Cuseo



五、通识教育的宽泛不是面面俱到的肤泛

AAC & U





新一轮审核评估背景下高校内部质量保障

框架与途径研究

【摘要】：新一轮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方案，在更为尊重高校多样化发展需求的

同时，也更强调高校质量建设主体责任与持续提升质量保障的能力。从质量保障能否提升质

量、管理人员与教师对质量保障看法有何不同、内部与外部质量保障如何对接三个问题入手，

指出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出发点应为推动变革性学习，并进一步提出能够有效支持质量发展的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总体框架，探讨了其基本准则与实施途径。

【关键词】：内部质量保障；质量管理；质量文化；质量工作；质量胜任力



一、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角色定位

（一）质量保障能够提升质量吗 （二）管理人员与教师对质量保障的看法
相同吗



（三）外部与内部质量保障的关系如何

Kristensen 1990 2010 20





（一）质量文化维度
Ehlers



（三）质量工作维度
Elken

（四）质量胜任力维度
Ehlers

Ehlers



Ehlers

（五）内外部质量保障接口

四、支持质量发展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基

本准则与实施路径

（一）推动质量发展的质量心理

Bendermacher

Bendermacher

Bendermacher

Bendermacher

Kristensen

Bendermacher





（三）质量保障基本准则与实施途径

1. 赋权：

2. 所有权：

3. 交易型领导：

4. 变革型领导：

5. 人际关系：

6. 内部流程：

7. 创新开放：

8. 理性目标：



11. 消除浪费：

12. 一致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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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Open Courseware OCW
MIT



（一）虚拟教研室的概念界定与功能定位

（二）新一代学习科学是虚拟教研室创新
发展的理论生长点



（三）以学习科学和教学学术为指导探索
学习方式创新规律

Ernest L. Boyer

Peter M. Senge

Ann L. Brown





（二）智能化平台是虚拟教研团队的生存环

境和技术支撑

（三）深层次校企合作的资源建设与虚拟教
研团队人才培养的双向建构



（四）智能化评价模式和体制创新是虚拟教
研室发展的支柱和政策空间



（五）良好学风和师德建设是虚拟教研室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家园

【作者】：桑新民，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贾义
敏，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焦建利，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谢阳斌，中国
海洋大学学习支持中心副教授；胡怡媛，杭州银湖书
院未来教育研究所所长助理

今天的“学术垃圾”问题

李伯重

今天的“学术垃圾”问题

SCI
1981 5000 2004

57000 2003
18 124



2099
2018 4 2015

543018 251868 2016
514341

766 2016 2018 4 25
10 15037

Paul A. Samuelson

什么是“学术垃圾”？

首先，我们看看没有价值的作品，这类作

品可以归为平庸之作。

Geoffrey

Barraclough



其次，再看看有不良作用的作品，这里作
品可以归为“有毒作品”。

Plagiarism Watch
iPlagiarism

SCI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Springer

Evil of banality

因此无论何种“学术垃圾”，都是有害的，
而且都是公害。

学术创新：消除“垃圾”的根本手段

“学术垃圾”之所以出现，一个关键是学
者缺乏创新精神。

Edmund Phelps

Felix Klein
1849-1925



现行的科研
体制和评价体制以及自文革前一直延续至今
的期刊体制，是造成我国“学术垃圾”泛滥的
主要原因之一

制造“垃圾”
是恶，不论大小，都不能去做。进行创新是善，
不论大小，都应当努力去做。

要进行学术创新，首先就要知道学术创新
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国今天学术成果质量不
高，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诸多写“学
术论

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非常艰辛。

John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对于广大研究者来说，要创新，还要注意
如何选择研究的对象。

一个学者不论
做什么研究，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
只要自己做的工作是创新，成果都是大成就。

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从“小”题目做起，认
真发掘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做到有所创新，
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成为充斥国内外的“学
术垃圾”，而是成为国际学术赖以发展的养分。

【作者】：李伯重，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

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等。

思政课教学中的三个“不”如何破解



立思想武器 破错误认知

立学术自信 破本领恐慌



立主旋律 破负能量



学情分析必备的四个点
动态变化

过程

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需求

什么是学情分析

是为研究学生
的实际需要、能力水平和认知倾向，为学习者
设计教学，优化教学过程，更有效地达成教学
目标，提高教学效率。

为什么分析
学情分析是教与学目标设定的基础。

学情分析是教与
学内容分析（包括教材分析）的依据。

学情分析是教学策略选择
和教学活动设计的落脚点。

学情分
析是对“以学生为中心”“以学定教”的教学
理念的具体落实。

分析什么

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分析。

对学生已有的认知基础和经验分析。



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

分析学生对本学科学习的方法掌握情
况。

分析学习知识时可能要遇到的困难。

怎么样分析

自然观察法。

书面材料法。

谈话法。

调查研究法。



测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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