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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内 容

四、改革未来推进

三、改革主要成效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一、教学评估与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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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0.教学评估与教学改革

审核评估指导思想

一坚持: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方针；

二突出:突出内涵建设、突出特色建设；

三强化: 强化办学合理定位、
强化教学中心地位、
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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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0.教学评估与教学改革

南京大学的三次“教学评估”

1999年5月：“优秀评估”第一家综合性

大学试点高校；

2008年4月：“水平评估”；

2013年4月：“审核评估”第一家试点高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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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教学评估对教学改革推进关键点：

重新探究、梳理、推进学校教育教学与人

才培养新理念；

与评估专家、教师与学生围绕共同价值问

题深入交流、讨论与思想碰撞；

解决人才培养中关键和突出问题解决；

学校的体系完善、建章立制，推动新一轮

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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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南京大学“三三制”教学改革推进：

二个阶段

2008年“水平评估”完成：

第一阶段（2009-2013）：“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2013年“审核评估”完成：

第二阶段（2014-2018）：“三三制”改革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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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1.改革背景

（1）高等教育面临的宏观背景

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

知识不断创新：社会急需创新人才；

知识/信息“爆炸”，学科发展趋于交叉与融

合：强调知识的交叉、复合；

信息技术发展引起学习方式的转变：接受式

变为主动式、探究式、研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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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1.改革背景

（1）高等教育面临的宏观背景

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方式的冲

击：因材施教、内容“少而精”、国际化视

野、跨文化沟通；

学生学习满足度、就业形势提出更大的挑战:

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培养

学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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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1.改革背景

（2）大学本科教育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培养模式单一：过度专业化倾向；

教学方法单一:知识讲授为主；

高水平教师在本科教学中投入不足；

教学管理僵化: “一刀切”现象；

大学生普遍缺失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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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1.改革背景

（3）教师存在普遍性问题：

失衡：科研第一、教学第二；研究生教学第一、本科

生教学第二；

失职：对本科教学投入不足；学生究竟能从课程中学

到什么？

失范：不重视基本教学规范、随意性大；

失训：中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亟待提高，开展有效培训；

失规：教师晋升中教学参考量小、教授上课量少；

失爱：与学生交流不够、关心、关注与关爱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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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11

如果教学不是我的工作的话，我想我会
自掏腰包以便获得在这里教学的特权—因为
这里的学生是如此之好、在道德上是如此之
严肃。能获得这项荣誉，我深感荣幸。

--哈佛学院 讲座教授 罗丝·威瑟

国外名师眼中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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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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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到底是什么？

教学到底是什么？

教师与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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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1.改革背景

(4) 大学生存在普遍性问题：

学习缺乏动力、积极性低、两极分化情况严重；

学不好、学不进，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和精力，大学宝贵的时光没有用在“刀刃”上；

缺乏独立思考、没养成“自主学习”习惯、自控能力差，

“管不住自己”或“管不好自己”；

“学非所爱”，兴趣没有得到激发，产生厌学情绪，职

业取向迷茫；想走自己的路，但不知道“路在何方？”，

“路上会有什么？”：缺乏有效的学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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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1.改革背景

(4) 大学生存在普遍性问题：

逃课现象普遍: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变成选

“休”课；

混学分、分数贬值、“60分万岁、多1分浪费” 、找

“厚道”老师选课；

考试作弊：诚信问题;

大学两端问题：“一年级问题”，“四年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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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 《亚洲大学的崛起》

——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

‒ 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培养

学生独立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能够保证东方崛起成为推动世

界和平发展的力量；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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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中国大学生缺乏创造性思维，缺乏敢于挑战权

威的勇气。

******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

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以讲座式为主，小组讨论的

方式很少，学生不敢提问、不敢质疑。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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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美 国

Solidly drilled

严格、坚实的训练
Spottily trained

不规范的训练

Comparatively narrow focused

兴趣集中于相对较窄的领域

Jump around with wide interests

随心涉足宽阔领域、兴趣广泛

Modest & Quiet

谦虚和循规蹈矩
Arrogant & Exuberant

自大并充满活力

Timid & Diffident

小心谨慎、缺乏自信
Bold & Confident

勇敢、自信

Passive

被动
Aggressive

主动进攻

一、改革背景

中美教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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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创造力来源于焦虑与无聊之间

--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

焦虑：面对众多挑战，需要寻找清晰规则来消除混

乱感；

无聊：失去目标、闲情、相对多的时间；需要寻找

变化；

创造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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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K+S ) ^A

 C = Competency， 「竞争力」

 K = Knowledge， 「一般知识」

 S = Specialty， 「专业知识」

 A = Attitude 「态度」

「态度」决定「高度」

一、改革背景

人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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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对问题能持续关注、强烈的兴趣；

 极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局限于标准的学校教育；

 博闻强识，不只专注于一个领域；

 面对质疑和反对，通常坚持己见；超强自信力；

 面对复杂问题，具有超常的、敏锐的判断力、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执行力；

创新人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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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性思维：它让我们形成意见、做出判断、做

出决定、形成结论；

 批判性思维：对一般性思维进行批判，让前一种

思考过程接受理性的评估；是对思维展开的思维；

 目的：考量我们自己（或者他人）的思维是否符

合逻辑、是否符合好的标准；

 目标：做出明智的决定、得出正确的结论；

批判性思维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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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信息是否恰当；

 区分理性断言与情感断言；

 区别事实和观点；

 识别证据的不足；

 洞察他人的论证的陷阱和漏

洞；

 独立分析数据或者信息；

 识别论证的逻辑错误；

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技能

 发现数据与信息与其他来源

之间的联系；

 处理矛盾的、不充分的、模

糊的信息；

 基于数据而不是观点建立令

人信服的论证；

 选择支持力强的数据；

 避免言过其实的结论；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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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证据的漏洞并建议收集

其他信息；

 知道问题往往没有明确答案

或者唯一解决办法；

 提出替代方案并在决策时予

以考虑；

 采取行动时考虑所有利益相

关的主体；

 清楚地表达论证及其语境；

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技能

 精准地利用证据为论证辩护；

 符合逻辑且言辞一致地组织

论证；

 展开论证时避免无关因素；

 有序地呈现增强说服力的证

据；

 ……；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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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因为信息时代取代了工业时代，世界处于平等

的、无国界的竞争和放权、自由的管理模式之中，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

技术或网络的革新，而是人类生存状况的重大改变。

在这个世纪里，人将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必须积

极地管理自己。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ker）

“自主选择”的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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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懂得如何去学习，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辨别、

组织和使用一切的学习资源；

 具有创造性，能够综合和组织各种信息，具备

从不同角度去分析问题的能力；

 能够与人共享知识和学术；

---《美国高质量教育研究小组》

21世纪人才具备必要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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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高等教育要对国家未来发展负责，国家要具有

更多种选择的教育体系，大学要提供更多元化、多

样的大学教育，为年轻一代迎接未来做好准备。

21世纪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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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技能

人力资
源管理

解决复杂
问题

说服他人

批判性思维

有效口
头沟通

时间管理
理解他人

协调安排

系统分析

谈判技能

人力资
源管理

监督

积极聆听

财务管理

一、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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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2.改革基础

 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二十年“大理科”模式

 拓宽口径、鼓励交叉、多次选择、逐步到位

 本科教育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本科生教育;

 一流的学生应该得到一流的培养;

 一流的教师要进入本科生课堂;

 一流的毕业生必须得到一流的就业岗位或就学深造;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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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围绕“通识教育和个性化人才培养”主题，开展第四次教育教学
思想大讨论，凝练出“四个融通”的人才培养新理念。

一、改革背景

通识教育与
个性化培养融通

学会学习与
学会做人
融通

拔尖创新人才

拓宽基础
与强化实践融通

学科建设与
本科教学
融通

“四个融通”人才培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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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内 容

四、改革未来推进

三、改革主要成效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一、教学评估与教学改革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构建个性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社会
各行各业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
的未来领军人物和拔尖创新人才；

 人才培养思路：

 基于“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的理念，给予
学生更多自主选择权，更大自由发展空间，更强社
会竞争力；

 改革启动时间：

 2009年秋季学期起实施，面向2009级及以后的全校
本科生；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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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3.培养模式：二个三
本科教育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

“多元培养”三个阶段；

在“多元培养”阶段，为学生构建“专业学术类”、

“交叉复合类”和“就业创业类”三条不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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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

人才培养模式

33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本专业或者跨专业学位、
副修双学位；

跨专业升学/就业

专业学术类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本硕贯通

科研训练

专业培养阶段

类别选择

交叉复合类

跨专业核心课

选修课、科研训练

就业创业类

开放选修课

就业创业训练
实习实践

本专业学位；
就业创业本专业学位；

本专业升学

专业选择

大类培养阶段

多元培养阶段

（1.0-1.5年）

（1.5-2.0年）

（1.0-1.5年）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大类培养阶段：以适应性转变和学习性转变为
目标的通识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为其后续专业学习奠定基础；

 专业培养阶段：重构专业教育知识体系，精炼
课程体系，给予学生更多的自我学习时间与空
间；

 多元发展阶段：明确学生未来发展方向，提供
针对不同发展路径的个性化课程模块和培养。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不同培养阶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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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课
思政理论课
军事技能课
分层次通修课
新生研讨课

Ⅰ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Ⅱ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Ⅲ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学科平台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学科选修课
跨学科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本科第二课堂

50-60学分

40-50学分

40-60学分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课程体系：三大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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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式与体系特点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转变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多元培养和个性化发展

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彰显个性，选择最适合自身
的成才通道；

全方位、系统性工程

集全校之力，整合和集中调配各类资源；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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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改革举措：学分结构调整与课程体
系改革

（1）制定弹性学制，启动学分制收费管理改革；

（2）课程体系立足于贯彻“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
融通”的理念，以全新的“通识”标尺来审视人
才培养全过程，涉及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的一系
列转变；

（3）课程设置趋向基础性和广博性，注重学科交叉，
加强通识教育，优化专业教育；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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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学分要求从160-170个降低至150学分左右，
并设置了比例均衡的三大课程模块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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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构建“三层次批判性思维训练课程体系”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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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构建就业创业课程、创业讲座、创业训练和创
业实践“四位一体”的创业教育模式；

建设全校层面的创业平台课程和行业课程，创业平台课
程面向大多数学生开设，讲授创业教育基本内容；行业
课程主要是针对有特定行业领域发展意向的学生开设。

院系层面的就业创业课程是专门针对本院系学生未来的
职业发展需求所开设。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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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课程改革带动研究性教学的推进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研
究
性
学
习
体
系

研究性课程
研究性
实践教学

学生课外
科研训练

研究性学习
平台建设

研究性学习
氛围建设

研究性学习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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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改革举措：人才培养分流机制改革

（1）结合“按大类招生”，通过专业分流机制与
多元培养分流机制相结合，最终实现多元化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建；

 学生通过“专业分流机制”实现从大类培养到专业培养
阶段的过渡；

 学生通过“多元培养分流机制”实现从专业培养到多元
培养阶段的过渡；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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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分流机制：依照“专业准入/准出标准”，
实现基于学生意向的专业分流；

 “专业准入标准”指学生在不同年级分流到某专业的最低先修课
程要求，主要由部分通识通修模块的课程和学科专业模块中学科
平台课程构成；

 “专业准出标准”指学生从分流专业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满足的
学科专业模块课程的最低要求；

（3）在达到“专业准出标准”的前提下，学生根
据院系“多元培养分流机制”自主选择个性化课
程模块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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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改革举措：教学管理模式改革

（1）推行“三个百分百”政策

 课程可选择：所有本科生课程都面向学生开放，其中专业
准入准出课程的开放人数不低于上课专业人数的30%；

 专业可选择：院系接收跨院系专业准入的人数不得低于本
院系人数的15%；

 发展路径可选择：学校和院系两个层面积极探索建立有效
导学机制；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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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改革举措：教学评价与激励机制改革

（1）教学工作“管、办、评”分离：成立南京大学
考试中心、教学发展中心、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

（2）加强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对课堂教学实施分类评价；

实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调查”国际合作
项目（SERU）；

开展“本科生学习回顾性”调查。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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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南京大学本科教学白
皮书》年度发布制度；

（4）设立教学岗教授、副教授聘
任制度；

（5）设立“教学终身成就奖”等
总额达500万元的奖教金，建立
多层次本科教学奖励体系；

（6）设立教学讲座教授、课程责
任教授等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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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结

 构建了个性化、多元化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

 构建并实施了三层次批判性思维训练体系，并培
育了大量配套优质教学资源；

 初步建立了适应个性化自主学习需求的新型教学
运行机制，将传统“从一而终”的刚性培养模式
变革为可定制的自主学习模式；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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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内 容

四、改革未来推进

三、改革主要成效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一、教学评估与教学改革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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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主要成效

成效1：促进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
人才培养的群体性特征日趋显著

（1）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有效提升；

在“分析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维度上，受访学生
中的优秀率从入学时的10.3%上升至25.5%；

在“外语水平”、“表达能力”、“理解学术资
料的能力”等各种学习能力上，优秀率提升幅度
都超过了10%；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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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主要成效

学生在“学术性思维与表达能力”上的提升状况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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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人皆成才：大批高素质毕业生不再局限于

走传统学术发展之路

 2012-2015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8.6%，其中

选择就业创业者占30-32%；

 毕业生的就业层次与就业质量始终保持高位，并形

成了“基础厚、后劲足、能力强、素质好”的群体性

特征；

三、改革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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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了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改革主要成效

“三三制”改革对于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影响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53

成效２：促使教师转变教学理念、提升研究性
教学水平、增强投身教学主动性

（1）改革促使更多的教师接受通识教育理念，进一步

巩固因材施教的育人思想；

（2）有效推动了高水平教师投身本科教学一线；

全校20.8%的在职教授主讲新生研讨课，其中院士、长江特

聘教授、“千人计划”入选者、杰青、国家级教学名师和

国家级精品课程主持人占24.6%；

三、改革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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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对于带有教学改革性质的新生研讨课来说，听取学
生意见和要求，择善而从、及时调整，至关重要；

 在教学过程中，同学们提出或讨论的问题，常出乎
我的意料，使我感受到真正的优秀教师是学生培养
的；

 如何引导学生找到治学的感觉，进入研究状态，是
我辈为师者的责任所在；

 一种依赖性思维惯性正在弥漫，必须及早地断然地
把学生自己推上去，“逼”他们自主汲取、自主思
考、自主总结；

三、改革主要成效

教师感言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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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３：教育教学
体系初步实现了
“多维空间”的转
换，为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个性发展提
供保障；

三、改革主要成效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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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4：教学改革的内生机制形成，促进教学

改革可持续性；

三、改革主要成效

改革宏观政策

学 生

自主选择课程
自主选择专业

自主选择发展路径

生
源

竞
争

院 系

重视教学
一流教师上讲台

教 师

课程竞争
教学方法改革

管理部门

制度改革
管理创新

教改产生的
变革反作用
于宏观政策

教改产生的
变革反作用
于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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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内 容

四、改革未来推进

三、改革主要成效

二、改革战略与措施

一、教学评估与教学改革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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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立足于“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1）深化基于通识理念的专业教育改革，完善专业
课程体系，丰富课程资源;
 贯彻通识教育理念，完善学科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设置，重构

和优化知识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和发

展潜力；

 加强专业选修课程建设，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继续开发学科前沿课程和交叉课程，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创

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继续完善教学组织与管理，使学生能合理制定学业规划并最终实现

自主性学习；

四、改革未来推进（2.0版）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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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立足于“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2）实施“十百千”课程改革工程，带动教学方法改
革和课程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高课程质量

 打造“十门”精品MOOC国际课程：推向国际性的在线课程发布平台，

为全球学习者提供南京大学的优质教学资源；

 试点“百门”课程教学开展研究性教学，积极尝试“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模式，促进因材施教和个

性化学习；

 推动“千门”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实现课程全覆盖

四、改革未来推进（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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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立足于“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3）构建南京大学“一二三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推动本科教育内涵式发展

四、改革未来推进（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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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立足于“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4）全方位建设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提高本科
教学师资水平

 加强教学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一支以国家级教学名师、“赵世

良讲座教授”、院系杰出课程教授为主要力量、实力雄厚的教师培

训、教学咨询队伍，并通过这支队伍带动各院系教师教学能力的提

升。

 新聘教师的教学能力测评与提升计划；

 推广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多种形式 ；

四、改革未来推进（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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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中国最好的
本科教育

四、改革未来推进（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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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复
杂过程，要取得成功，需要各个方面力量
协同作战，它是一项“静心”的事业，无
论是学校，还是院系、教师与学生，都需
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工作，才能取得
成就

 教学：谋在今，成在明

四、改革未来推进（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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