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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建设 “双一流”, 一流本科教育势在必行。 一流本科教育并不等同于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本科教育, 也非 “双一流” 高校的 “专利”, 而是全体本科院校的共同使命和任务。 一

流本科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于提高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能力。 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 从系统要素

上看, 先进的办学理念、 改革创新、 师资队伍建设、 立足各方需求以及现代化治理作为保障都

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 从具体建设路径来看, 做好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设计, 专注于课堂教学

质量提升以及学生自我塑造、 文化氛围营造和自我成长能力培养是其新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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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Undergraduat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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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path of building
China’ s “ double first-class”.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not equal to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or concerning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s’. Nor is it the “patent”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 It is the common mission and task for 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core of building a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terms of system elements, advanced school running concept,
reform and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satisfaction of the needs of all parties and modern
governance are all essential el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terms of
specific construction path, a new path of training the talents involves designing a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creating a self-moulding atmosphere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self-growth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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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做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等教育强国的

战略部署。 经过几十年的探讨与改革, 我国高等

教育改革已进入从搭建框架向整体施工转变的新

阶段[1], 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 “深水区”。 人才培

养是高等教育的 “本”,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

“根” [2]。 本科教育作为 “高等教育中具有战略地

位的教育、 纲举目张的教育” [3], 举国关注。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人
才培养为本” 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

作会议提出的 “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 等价

值理念和方针指导下, 新一轮本科教育改革正在

大力推进。 如何正确地把握新时代一流本科教育

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 全面提高拔尖创新型人

才培养能力, 使一流本科建设紧跟时代脉搏和社

会发展方向是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一流本科教育的 “是” 与 “非”

建设 “双一流”, 一流本科不可或缺。 但是,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本科教育是否必定一流?
非 “双一流” 本科院校如何建成一流本科教育?
厘清一流本科教育概念的 “是” 与 “非”, 找准一

流本科教育战略定位, 才能避免出现对 “一流本

科教育” 理解的曲解与窄化。
首先, 从与 “双一流” 关系上看, 一流本科

教育是 “双一流” 建设的基石, 是实现 “双一流”
的必由之路, 而非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本科

教育”。 “一流大学要办好一流本科教育” [4] “一流

本科教育是 ‘双一流’ 建设的核心任务和重要基

础” [5]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 [6] 等学

术观点表明学者们对一流本科教育在 “双一流”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达成了共识。 但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的本科教育是否必定一流? 从理论

层面看, “双一流” 建设旨在于缩小与世界高等教

育强国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方面的差距,
加强本科教育则针对学术绩效主义影响背景下大

学普遍存在的对本科教育忽视问题的解决[7]。 一

流本科从 “双一流” 演化而来, 成为另一个 “一
流”, 不能也不等同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本

科。 其次, 从实践层面来看,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

内一流高校都在不遗余力的推行本科教育建设与

改革行动。 哈佛、 斯坦福、 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

纷纷回归本科教育启动本科教学改革; 英国发布

《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 从国家层面上发动一场

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大变革; 国内 150 所高校

联合发出 “建设一流本科” 的 《成都宣言》。 这些

本科教育改革行动说明: 建设一流本科, 没有

“特免权”。
第二, 从横向的发展模式上来看, 一流本科

教育是 “独树一帜、 独领风骚”, 而非整齐划一、
同步同质化。 在本科教育同质化程度较高阶段,
是无法分出一流、 二流、 三流的[8]。 “一流” 可以

理解为 “高水平的、 优秀的、 顶尖的”, 是建设的

目标和对结果上的质性要求。 关于一流本科教育

建设路径, 当前国际上并无最佳模式可借鉴, 国

际国内都是在 “摸着石头过河”, 在不断探索与实

践中发展与完善。 “克服同质化倾向, 在不同层

次、 不同领域办出特色, 争创一流” [9] 是一流本科

教育的应然要求。 在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过程中,
需要各院校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结合国家实

际、 区域特征、 民族情况和学校特色, 建成 “育
人标杆、 政治标杆、 教学标杆、 研究标杆、 技能

标杆” 等各具特色的一流, 没有特色, 难成一流。
第三, 从纵向的发展层次上来看, 一流本科

教育是全体本科院校共同的事业和任务, 而非一

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 “专利”。 “一流” 是一个相

对概念, 它相对于某个阶段、 某个层次和类型而

言, 有区域一流、 国家一流和世界一流不同层次

上的一流之别, 还应该有 “历史一流” “当今一

流” “未来一流” 的变化, 是一个 “没有最好, 只

有更好” 的动态变化概念。 不同的本科院校由于

自身的条件以及实际情况的区别, 当前层次必然

存在差异, 但是最高目标一致, 那就是要跻身世

界一流,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 能够聚集国内外

高精尖人才, 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智力支撑

的世界知名学府。 在终极目标实现之前, 非 “双
一流” 本科院校需要有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层层提高的 “定力”, 更要有 “插翅翱翔、 登顶夺

冠” 的理想抱负。 非 “双一流” 本科院校不仅有

着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权利与义务, 而且一流本

科建设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急功近利、 抜苗助长

是不可取的; 消极、 等待、 观望也是不利的。 只

有全体本科院校共建共享, 才能出现 “百花齐放,
姹紫嫣红” 的良好格局。

最后, 从社会支撑及影响上看, 一流本科教

育是教育生态链的关键一环, 是学校社会声誉的

重要载体, 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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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主体, 而非无足轻重。 在教育体系中, 本

科教育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的基础层, 往上

承接研究生教育, 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过渡作

用。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 一流教育声誉的

重要载体[10], 本科教育是否一流, 直接会撬动教

育链上的 “上游” “下游”, 尤其是 “下游” 的教

育效果。 高教大计、 本科为本, 本科不牢、 地动

山摇。 我国本科生体量世界第一, 在社会领域中,
本科教育则直接对接市场中的各种企事业单位,
在市场应用领域有强大刚性需求, 一方面影响经

济社会发展、 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源支撑, 另一方

面作为综合国力中的 “软实力” 影响国家竞争力。
综上, 对于一流本科教育的定位, 如果只是

把 “一流本科教育” 窄化为 “双一流” 的路径,
不仅将影响政府决策, 在实践层面上还会挫伤一

大批普通本科院校的办学积极性。[11], 其 “外溢效

应” 还会影响教育事业、 经济发展及整个国家建

设。 进行一流本科建设, 首先必须在定位上做出

正确判断, 各院校只有 “站位” 对了, “靶子” 瞄

准了, “中靶” 的概率才大。

　 　 二、 一流本科教育与一流本科拔

尖创新型人才培养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 也是一

流本科教育的首要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办好我国高

校, 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培养一流人才是一

流大学的本分和本然价值” [12]。 高教司司长吴岩指

出,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具标志性的内容就是要

培养一流人才”。 在 《一流本科教育的中国逻辑

———基于 C9 高校 “双一流” 建设方案的文本分

析》 一文中, 中国人民大学周光礼教授根据 C9 高

校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整理分析, 发

现 C9 高校在一流人才的表述上尽管有所不同, 但

有着共同的理念和目标: 精英教育和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13]。 因此, 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 拔尖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任务和历

史使命。
什么是一流本科拔尖创新型人才? 以 C9 高校

一流大学建设方案表述为蓝本, 笔者从以下两个

维度上来界定该概念: 一是从外在表现上看, 是

培养出来的人才研究创新成果或贡献显著, 在就

业以及继续深造时享有良好社会声誉, 能在各行

各业起引领作用的领袖人才、 行业栋梁及社会英

才。 二是从人才的内涵来看, 一流人才是指具有

“有理想、 有追求、 有担当、 有作为、 有品质、 有

修养” 的 “六有” 品质[14], 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

和过硬的专业本领, 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包括健康的体魄与心理素质、 与人交往协作的能

力、 良好的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能力以及创新和

实践能力的复合型、 应用型、 创新型人才, 统称

为拔尖创新型人才。

　 　 三、 一流本科拔尖创新型人才培

养的系统要素

　 　 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 从系统特

征上看, 先进的办学理念、 改革创新、 师资队伍

建设、 立足各方需求以及现代化治理作为保障都

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 (如图 1 所示)。 把握一流本

科人才培养的系统要素, 将有助于我们明辨事物

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 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避免在操作层面上出现对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的模

糊与泛化倾向。

图 1　 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系统要素

1. 科学的办学理念是先导。 导向是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的关键[15]。 一流本科人才培养必须以先

进的办学理念、 办学目标引导其良性可持续发展。
先进办学理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应有之义: 一

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先进的教育理念是遵循人

才发展的客观规律, 主观符合客观的。 一些拔苗

助长、 急功近利的唯分数、 唯文凭以及唯论文的

评价指标与人才成长规律是格格不入的。 二是国

际性与特色性的统一。 一流本科人才培养必须是

符合国际高标准的, 而不能是自己学校、 区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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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国之内的狭隘标准, 但同时又必须是带有中

国特色、 学校特色、 学情特色, 结合国情、 校情

与学情的。 若完全摒弃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
一味仿照他国经验, 好比是 “丢了西瓜拣芝麻”。

2. 改革创新是支撑发展的灵魂。 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 同样是一流本科教育发展和一

流本科人才培养的精神支柱。 创新不仅包括制度、
理论、 文化、 技术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创新, 而且

包括教育教学的内容、 方法、 方式与手段等各个

方面的革新与发展。 不断变革优化人才培养的体

制机制, 创新管理制度; 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与模

式, 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教学上

不断变革, 教师摒弃传统教育观念, 能够以前瞻

的眼光、 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的精神, 不断研究新

问题, 探索新方法, 真正落实教育创新的新思想;
在学习上不断变革学习方法和理念, 培养学生与

时俱进地转变知识理念, 更新获取知识的模式、
思维与方法, 做到独立思考, 终身学习。 “问渠哪

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将创新贯彻到底,
好比是为本科教育注入了 “灵魂”, 能够让 “一
流” 走得更高更远。

3. 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 一流的教学

队伍是培养一流本科人才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能

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要求[16]。 教师是教育

教学活动的专业引路人, 若是没有一支出色的师

资队伍作为 “领衔主演”, 其整体演出效果势必是

要大打折扣。 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表现为: 一是

教师队伍风德高尚, 愿教、 乐教, 教师整体具有

强烈的工作责任意识, 对学生、 教育事业以及国

家的爱的情怀和 “德高为人范” 的品行表率; 二

是学术精湛, 善教、 会教, 学术首指教学学术,
一流的教师需要具有前瞻的教学理念, 雄厚的专

业知识, 前沿的学科知识, 娴熟、 灵活、 智慧的

教学与育人的方式方法; 三是教师队伍结构合理,
教师数量与学历水平满足专业、 学科教学需求,
生师比达到合格要求, 队伍年轻化, 学缘结构

合理。
4. 能否满足社会需求是根本评判标准。 高校

的核心使命在于立德树人, 而其培养出来的人才

能否满足社会需求则反映了立德树人成效。 教育

是培养人的活动, 本科教育作为教育中承上启下

的阶段, 同时又是直接向市场与企业单位输送人

才的最大的教育主体之一, 必须兼顾好三方面的

社会需求。 一是国家需求, 也是最首位标准。 教

育的社会需求是以国家为基本的构成单位的, 对

于国家而言, 培养出 “四为” 的服务型人才, 造

就一大批堪当大任、 敢于创新、 勇于实践的高素

质专业人才[17] 是民族所需, 国家所求。 二是市场

化需求, 市场是高校与时代接轨的场所, 使其所

培养的人才好就业, 就好业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

指挥棒之一。 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结构必须跟上快

速变化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为新增产业提供

有效的人力资源支撑。 三是个性化需求, “一千个

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不同的受教育主体的

特征与需求是千差万异的。 只有不断探索办学模

式与办学类型的多样化、 层次化和个性化, 才能

不断满足人的个性需求, 促进人的特色化发展,
实现教育的最终归宿和人的自我价值。

5. 现代化治理是根本保障。 如何让管理改革

保质量、 出效益, 成为国际上公推的教育改革的

目标和措施, 也是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的后盾和根

本保障。 管理最根本的问题是处理人的关系问题。
传统的管理用行政化的命令、 任务与监控式的模

式把师生置于管理者的对立面, 抑制了各方情感

的有效互动与沟通, 因此, 管理的质量与效益优

势无法显示出来。
现代化的治理需要构建现代化善治结构, 提

高服务水平, 发挥师、 生主体作用, 调动主体创

造性和积极性来参与, 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

要义: 一是治理要以服务为本, 以需定服。 服务

只有符合需求才能让人感觉到 “有效并被服务

着”, 以需定服, 需要根据人才发展需求和特点,
打破妨碍发展的各种壁垒, 如物资设备、 政策制

度以及服务支持等, 厚植人才成长的 “土壤”, 做

好全方位服务。 二是治理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提

高治理的科学性既需遵循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与

条件, 还需结合时代背景依托现代技术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 做好科学预判。 管理要有前瞻性, 走

在发展的前头铺好 “道路”, 管理若亦步亦趋则显

被动甚至落后。 三是治理要实现民主与法治的有

机结合, 宽严有序的法度, 公平、 公正、 公开的

办事程序和办事准则以及平等协商的人文情怀能

够有效汇集民意, 聚集民智, 最大限度的实现人、
财、 物的合理配置与管理, 达到整体功能大于部

分之和, 也就是 1 + 1 > 2 的效果。 否则, 失去了坚

实的后盾作为保障, 一流本科建设将如 “空中楼

阁”, 根基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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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一流本科拔尖创新型人才培

养的路径探析

　 　 回归一流本科教育历史使命———培养拔尖创

新型人才, 既需要统筹全局、 运筹帷幄的思维方

法做好系统优化设计, 也需要抓住人才培养质量

这个重点和核心环节, 在重点上寻找建设突破口。
本科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
围绕一流本科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个核心, 我

们需要以课程和教学为着力点, 转变教育教学观

念和方法,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与

模式, 更加关注学生和学习, 从传递知识到传递

思维、 能力, 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教学模式 (如图 2 所示)。

图 2　 一流本科拔尖创新性人才培养路径

1. 做好交叉融合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开发, 以

课程育人

课程体系是育人的骨骼框架, 知识体系抑或

课程体系主要决定学生的知识结构[18]。 开发学科

交叉融合课程: 一是推进课程交叉、 融合设计,
搭好 “课程群” 框架。 随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时

代到来, 跨学科整合能力成为拔尖创新性人才的

必备要求。 组建专家团队开展研究并进行国际交

流合作, 做好 “互联网 + ” “人工智能 + ” 的新工

科、 新文科、 新医科、 新农科课程体系开发与顶

层设计。 二是深化校企合作, 加强项目协同带动。
项目式课程强调跨学科、 跨领域, 强调真实问题

解决, 并且关注所有学生[19],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跨学科的综合性思维、 创造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以科技、 艺术、 工程等项目为驱动开展课程设计,
引导学生围绕实际问题的解决进行综合应用性知

识和能力的学习。 三是建好课程资源互通、 共建

共享和共认制度通道。 打破不同专业学科、 学历、
院校、 线上以及线下课程之间的融通壁垒, 让学

生可以 “零束缚” 地选择、 学习自身感兴趣的知

识与技能, 让学生成为课程融合创新的实践主体

和推动者。 四是丰富实践课程途径和形式, 让课

程融合在实践中落地。 鼓励本科生开展多样化的

创新创业实践, 如让本科生参加科研项目训练,
设计大赛以及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等, 还可以开发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学习者在线上获取学习资

源、 技术支撑与教师指导, 在线下协作中综合运

用知识, 进行实践探索。 加强网络群体创新空间

建设,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 简称

VR)、 增强现实技术 ( Augmented Reality, 简称

AR) 等网络虚拟仿真技术支撑, 让学生利用网络

进行创新与设计体验。
2. 实施创新为导向的教学改革, 以课堂塑人

课堂作为系统性知识学习的专业场所, 是育

人的血液脉络。 实施创新为导向的探究式教学,
提高创新思维品质、 研究探索能力是拔尖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又一重要一环。 一是教学模式上实施

探究式教学。 改变传统的教师中心模式, 开展以

学生为中心, 以问题导向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探

究式教学 (Hands - on Inquiry based learning), 又

称发现法、 研究法, 强调学生自己参与、 探究、
求证、 解释、 自我完善结论的体验与过程, 是一

种真正让学生做自己学习的主人的教学模式。 二

是教学内容上前沿化。 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

特色选用精品教材, 并与国际接轨, 引入国际前

沿知识和高新技术, 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提倡

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 激发学生学习

研究兴趣和潜力, 以及在教学相长中学习成长生

成性知识, 提高学生问题敏感性以及破解难题意

识。 三是教学方法上有意识地开展团体协作创新

训练。 教师负责组织活动及为学生提供解释答疑

或者技术支持服务,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参与调

查、 实验探索。 在探究活动中, 学生们各自分工

完成任务, 又通过与同组以及他组成员和老师之

间的交流与整合, 进一步总结反思, 提升同侪学

习和协作创新能力。
3. 营造开放自由的文化氛围, 以文化人

“由于大学的育人过程绝不止于知识的传授,
还有人际情感的交流、 科学态度的养成、 思维方

式的影响、 学术文化的熏陶、 专业兴趣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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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敏感性及破解难题意识的形成、 师生品性的

展示等等诸多影响的附加” [20]决定了其学术文化是

能够塑人于无形的核心力量。 拔尖创新人才需要

打破思维定式, 能够破旧立新。 一是课堂教学中,
营造良性 “ 论 辩 式 ” 学 习 氛 围。 大 学 课 堂 有

silence, answer, dialogue, critical, debate 五重境

界, debate 是最高一重境界, 在 critical 或 debate
课堂上的学生更容易成为独立思考、 敢于批评质

疑、 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21]。 课堂讨论及

教学中, 给予学生自由发表观点的心理与物理空

间, 要让学生敢于批评质疑, 善于独立思考, 提

出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观点; 二是学业及评价上,
不唯试卷分数定成绩, 注重过程考核以及形成性

评价的运用。 考试题目设置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灵活性, 降低 “填鸭式” 考试题型比例等。 三是

鼓励支持 “究底” 行为。 当学生出现质疑以及闪

光观点时, 及时捕捉学生兴趣点, 鼓励学生 “打
破砂锅问到底”, 引导深入思考, 采用科学方法或

实验进行验证。
4. 培养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习惯, 以习养人

学习能力是创新能力的基础。 拔尖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仅局限于课堂是远远不够的, 掌握良好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才能走得更高,
走得更远。 互联网 + 时代, 各种创新活动都与网

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 必须不断提高学

生信息素养让学生成为网络的主人。 一是要帮助

学生树立信息意识与品质。 树立利用互联网及移

动终端设备快速获取信息解决学习生活中难题的

思维意识。 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信息品质和修养,
包括甄别信息内容真伪以及正当合法的获取和使

用信息, 网络自主学习的自律习惯等方面。 二是

训练学生掌握利用网络获取并处理知识、 信息、
数据的方法与能力, 如利用慕课微课等线上资源

学习, 使用数据库、 计算分析软件等网络工具和

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实验仿真等进行深度研习的方

法与技术。 三是鼓励、 支持进行信息应用与创新,
能够利用网络信息和平台钻研, 进行知识理论的

二次加工, 实现有自己特色见解的应用成果或理论

成果的转化。

参考文献:

[1]　 刘国瑞. 在新起点上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J]. 中国

高教研究,2018(11):11 - 16.
[2]　 吴岩. 一流本科 一流专业 一流人才[ J]. 中国大学教

学,2017(11):4 - 12,17.

[3]　 政府网.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EB / OL]. (2018 - 06 - 22) [2019 - 05 - 20]. http: / /
www. gov. cn / xinwen / 2018 - 06 / 22 / content _
5300334. htm.

[4]　 林蕙青. 一流大学要办好一流本科教育[N]. 光明日

报,2016 - 05 - 17(13).
[5]　 钟秉林. 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任务和

重要基础[J]. 中国高等教育,2017(19):16 - 17.
[6]　 邱勇.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N]. 光明日

报,2016 - 6 - 21.
[7]　 眭依凡.一流本科教育改革的重点与方向选择———基于

人才培养的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19(6):1 -10.
[8]　 别敦荣. “一本书”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N]. 文

汇报,2019 - 01 - 04(008).
[9]　 中央政府门户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 - 2020 年)[EB / OL]. (2018 - 06 - 22)[2019
- 05 - 20]. http: / / www. gov. cn / jrzg / 2010 - 07 / 29 /
content_1667143. htm.

[10]　 钟秉林,方芳. 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

内涵[J]. 中国大学教学,2016(4):4 - 8,16.
[11]　 柳友荣. “一流本科教育”辨正[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7):21 - 24.
[12]　 徐飞. 培养一流人才是一流大学的本分[ J]. 中国高

教研究,2017(5):29 - 33.
[13]　 周光礼. 一流本科教育的中国逻辑———基于 C9 高校

“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文本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报,2019(2):15 - 22.
[14]　 团宣. 服务引领大学生遵循“六有” 要求茁壮成长

[N]. 中国青年报,2016 - 10 - 23.
[15]　 陈学飞. 导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J]. 探索

与争鸣,2016(7):11 - 13.
[16]　 黄明东,李炜巍,张娟. 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 J]. 中国大学教学,2016 (1):26 -
29,35.

[17]　 人民网.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150 所高校联合发出《成
都宣言》 [EB / OL]. (2018 - 06 - 22) [2019 - 05 -
12 ]. http: / / edu. people. com. cn / n1 / 2018 / 0622 /
c367001 - 30076659. html.

[18]　 眭依凡.一流本科教育改革的重点与方向选择———基于

人才培养的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19(6):1 -10.
[19]　 师保国,高云峰,马玉赫. STEAM 教育对学生创新素

养的影响及其实施策略 [ J]. 中国电化教育,2017
(4):75 - 79.

[20]　 眭依凡.培养目标达成:关于大学教学原则重构的思考

[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5 -26.
[21]　 吴岩. 建设中国 “金课” [ J]. 中国大学教学,2018

(12):4 - 9.

(责任编辑: 陈　 勇)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