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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前沿 

 2021年 3月 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要

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

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 

 

 2021 年 3 月 12 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了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把

“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列入 2021年重点工作，并强调：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和前

沿学科建设，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发展； 

 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2021年 3月 5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

革实践项目的通知》，面向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开展新文科研究与改

革实践项目立项工作，并公布了文科建设发展理念、专业优化等

6个选题领域、22个选题方向。 

 

 2021年 3月 4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第二学士

学位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招生范围、报考条件

和考试招生办法由高校自主确定，同时可跨校招生。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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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融合教育、古文字学、量子信息科学、智能交互设计等 37

个新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图 1  新增高校数量最多的十大本科专业 

 

图 2  撤销高校数量最多的十大本科专业 

 2021年 3月 1日，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发布《“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明确：

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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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教育

法律规范建设。 

国内动态 

    两会代表热议高等教育改革 

 

图 3    两会代表关于高等教育提案（部分） 

 

 近日，清华大学发布了最新修订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

作规定》，明确指出：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或

申请学位的前置条件，取消了“非专业学位硕士生应至少完成一

篇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达到发表要求的论文”的要求。在研究

生培养方面，清华大学“破论文”的举措亮点有： 

 在评价对象上，破“唯论文”，立“创新成果”。学位评定标准中不再规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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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的范围、数量，而是要求创新成果集中体现在学位论文中，达到与清

华学术品位相一致的学术水平，符合清华大学博士、硕士毕业的要求。 

 在评价主体上，破“唯论文发表期刊及评审人”，立“大学自身学术共同体”。

把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主权由期刊及其评审人收回到学术共同体。 

 在评价方式上，破“趋同化、数量化”，立“多元化、过程化”。不同学科、

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培养目标不同，其创新成果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要求采

取多元化评价标准，各分委员会按照各自学科特点、区分学术型和专业型学

位，分别制定要求。 

 

 3 月 4 日，武汉大学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

推动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智慧校园建设等领域高水平

发展。 

 

 根据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3月最新数据，中国人民大学进

入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全球被引排名前 1%，至此中国人民大学共有

7 个学科进入 ESI全球被引前 1%。 

 

图 4  中国人民大学进入 ESI 全球被引前 1%的学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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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美国对本科教育的反思：大学教学质量被忽视 

历史表明，美国对教育的投资使得高校成为美国知识和经济最重

要的贡献者，也是推动美国梦的引擎。本科教育的未来决定了国家的

未来。 

教育目标的达成核心在于教育质量。美国未来本科教育大学委员

会认为，美国的本科生教育面临的问题从尽可能多招生的数量问题逐

渐变成了教育质量难题。但纵观整个本科体系，教师的科研工作比教

学工作更受关注，优质教学通常被低估。委员会呼吁，高等院校应该

高度重视优质教学，把教学实践作为一项核心技能来发展和支持。 

对策与建议： 

1. 明确优质教学实践的标准：优质的教学实践需要在深刻理解

学科知识基础之上掌握特定学科的教学技巧。掌握技巧的途

径包括职前准备（比如将教师培训纳入博士和硕士课程体系），

“在职”专业发展（比如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协会、教育组织

提供的教学实践培训）等。 

2. 提供制度保障：创设稳定的专业工作环境来支持高质量的教

学，比如教师晋升或续约时加大对教学实践的权重，对研究型

教师和教学型教师采取不同的评估体系，提供激励和强有力

的文化支持来奖励优质教学。考虑在学院设置科学教学研究

员职位，专门帮助教师增加理论、实践和评估方面的知识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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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课程转变等。 

3. 搭建学习质量评估系统：很多大学十分重视学校整体排名或

学科排名，但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关注较少。对教学质量的评估

包括学生学了什么、学得怎么样、不同

群体的学习效果差异等等。搭建在培养

层面的有效评估系统除了能够激励学

教师更精确地定义课程和培养方案，提

高教学质量，还可以提升大学排名和声

誉。 

（内容来源：《美国本科教育的未来》，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 

链接：https://www.amacad.org/cfue） 

 

 3 月 4 日，QS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第十一次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在大学综合排名中，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位列前三。在大

学学科排名中，哈佛和麻省理工并列第一，都具有 12个学科世界第一。 

 24 所中国内地高校的 122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 50 强。其中，北京大学 34 个，

清华大学 26 个，复旦大学 14个，上海交通大学 12个，浙江大学 10个。 

 中国人民大学 1个学科进入世界前 50名（哲学）；另有 8个学科进入世界前

100 名，分别为：地理学、会计与金融学、法律与法律研究、政治学、社会

学、历史学、现代语言学、神学与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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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报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QS 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前

100 高校官网内公开发布的新闻及文章；国内 137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官网内

公开发布的新闻及文章；国内外主流媒体、教育专业媒体、相关政府部门官网发

布的高等教育相关新闻。 

本期信息检索的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3 月 1 日-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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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                  

                                     2021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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