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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发展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 ） 2018 年 7月 17 日

编者按：7 月 6 日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在光明日报撰文就高校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营造质量文化氛围等发

表看法见解，对于高校推进一流本科教育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现摘编《轻松的大学：警惕后大众化的质量陷阱》，供各位领导

参阅。

轻松的大学：警惕后大众化的质量陷阱

不久前教育部召开新时代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

一句“快乐的大学”引起了坊间热议，乃至强烈共鸣。“快乐的

大学”，更确切地说是“轻松的大学”，一语道破当下大学生的

学习生态，即大学光阴使大学生们太轻松了。从表面上看，“轻

松的大学”这一现象出现在大学生身上，反映了大学生似乎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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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光阴；但从深层次看，实际上折射的是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

量普遍不高的不满。这种不满，是一国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阶

段的普遍现象：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质量陷阱”。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高等宣言》，就提

出了高等教育质量危机这个话题。其实早在 1973 年，美国学者

马丁·特罗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时，就注意到了质量问题，

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其实是个预警理论。大众化不能只提

高了文凭层次，没有实质性提高公民的素质，大众化不能成为低

质量的借口。我们要警惕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质量陷阱，否则积

重难返。

轻松的大学，“松”的是传统，“松”的是严格，“松”的

是严肃，“松”的是底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头悬梁，锥刺

股。彼不教，自勤苦”，这是读书人的传统。厦门大学校长陈嘉

庚先生将学生和教师宿舍命名为：群贤楼、囊萤楼、映雪楼、勤

业楼、笃行楼、博学楼、兼爱楼等，就是将中国读书人的传统融

入大学环境当中，希望学子在读书、做人方面都应葆有自己的学

人品质。如今，这种传统出现了“断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科举为代表的教育导致一种普遍的社

会认知，即教育一旦跃过了某个阶段，就不再需要学习。科举只

要考中了，后面就是“学而优则仕”。我国的高等教育明显受此

影响，对大学生而言，今日的高考只要考上了，就是天之骄子，

就可以轻松度过余生。由于高考的残酷竞争，大学生普遍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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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理期待，即只要通过高考就可以万事大吉。此种心理期待，

再加上外界对大学的绩效评价的压力，使得部分大学放弃了本应

坚守的质量标准。

致使大学出现如此轻松现象，原因十分复杂，它是市场的、

社会的、高校的以及文化的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对“蔓

延”的轻松大学，可以诘问我们的高考制度：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在高中阶段基本上快被“烤煳”了。进大学后，我们才发现这些

学生根本不会自主学习，就像是“放飞自我”的风筝，需要“大

学管理”这根线的牵引，否则就在“放飞自我”中迷失方向，如

断线的风筝一般停靠在树枝上“沉睡”。

大学的轻松现象，看起来是出现在学生身上，背后遮蔽的是

大学的管理问题。绝不应该把大学轻松的责任推到学生和教师身

上，不该埋怨大学生和教师是轻松的“制造者”，其实是大学的

管理制度和水平“制造”的，大学生只不过成了管理制度的“牺

牲品”和“替罪羊”。此种轻松现象应该由大学管理者承担！主

要责任在大学，大学外部的相关政策也助长了大学的轻松。

今天出现“轻松的大学”是一个高等教育的系统问题，总体

表现为四个缺乏：缺乏敬畏，缺乏严格，缺乏严肃，缺乏底线。

大学的神圣和格局明显不够。例如，在当下的大学，几乎看不到

早读、出早操。在笔者过去几年参加本科评估的十余所高校中，

只看到一所高校有晨读。当下的高校，学校的校园保洁及物业，

全部交给了物业公司，几乎看不到大学生参加校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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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该是严格的，历史上的大学是严格的，这是我国大学

的历史特征。在萨本栋执掌厦大期间，凡是在开学时不能如期注

册的学生，只能下学期注册。大学的管理应该是严格的。以“学

生为中心”的内涵是关爱学生，但不是溺爱。今天的大学，关心

学生有余，严格不够，乃至不敢严要求。大学自习时间多，为的

是让学生凭大量的自主学习去畅游学海，但他们在没人看管、没

人监督下却不会学习，成了离开鞭子就不能转的“陀螺人”。错

在学子身上，根在哪儿？根子就在精英教育阶段，即大学处于“卖

方市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意识到建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重

要性，而是跟着“感觉走”。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国外教育

先进国家在遭遇这种困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建立质量评价体系，

尤其是建立毕业生的质量标准，严格控制毕业率等。问题的解决，

一定要用不打折扣的严格管理和有效教学，让他们学会自己走路，

学会对自己的前途负责任，激发内在的对学习的热爱，哪怕就是

为了一纸文凭，也不能虚度。我们的大学，是要用国家的要求，

用国际的标准来培养人。

大学应该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严肃是一种神圣，是大学独

有的“标签”。然而，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下，大学生似乎已经掌

握了若干“学习套路”或“考试技巧”：期末考试，老师会给出

复习重点，学校打印店会销售历年考试真题，很多课程每年考试

题目变化不大，期末考试“挂科”之后，还有众多“补救”措施，

宽松的考试纵容了学生的轻松。即使考试的压力和严肃性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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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迎合外部的考核指标，也不知从何时起，没有任何质量底

线的“清考”形式出现，既成了大学生“挂科的护身符”，也成

了大学生毕业的“潜规则”，让大学生更加“肆无忌惮”。放松

要求形成了大学的“管理文化”。此外，学生评教导致教师时常

给学生成绩“放水”或降低考试难度。

大学的严肃体现在大学的规制上，从表面来看，大学的规制

属于制度形式，但在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大学的规制成

为了大学制度文化。例如：教学文化、教师文化、质量文化等，

都是在规制的基础上，逐渐渗透到教学，渗透进教师和学生的血

液里。当下的许多大学生迈入大学之前，都是“顺着”养，“惯

着”学。进了大学之后，面对轻松的环境，他们自然就选择了轻

松的快乐。

针对大学的轻松现象，教育部提出了合理“增负”，其实，

“增负”容易，提升质量难。“增负”不是“增量”，而是“提

质”。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过程，如果仅仅从量的角度看，其实

并不少，甚至过了量，有众多“量”的指标在国际上属于第一或

名列前茅。例如：教学周数世界第一，教学时数世界第一，学分

数世界第一，课程门数和必修课比例等，都在世界名列前茅。当

下解决大学的轻松，不是简单地增量，从改革的角度甚至可以说

要“减量”“提质”。实现这一转变，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阵

痛的过程。

解决大学生的轻松，有多条路径：既可以建立“宽进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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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从严格入手；也可以增加学习“负担”，从加压入手；

还可以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从“提质”入手。但说到

底，还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把握大学使命。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就是要按照人才的成长规律，规划培养方案和设计教学内容，乃

至知识的传播方式；把握大学的使命，就是要把人才培养置于大

学的中心地位，立德树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大学生活可以是快乐的，但不能是轻松的，否则很难激发年

轻人的潜力。对大学本科生来说，更多学生不知道自己最终可以

有多么优秀。大学的责任就是激发出年轻学子的最大潜能。大学

对杰出人才的培养，不能是“望天收”。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能力，

主要不是看学生的天赋，而是看教育在每一个学生成长中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大学生“爱国、励志、求真、力行”，这

既是总书记的期待，也是所有人的期待。但是，轻松的大学，难

以培养出具有上述品质的人才。没有严格，就没有大学的规范；

没有严肃，就没有大学的神圣；放弃了传统，大学就丧失了根；

没有底线，就无法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改变这一状态，时不我待！

送：校领导、各学院（系、部）、各部门、直（附）属单位。

联系电话：（029）87080179 87082051 jsfz@nwsuaf.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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