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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_99_E8_82_c123_283005.htm [2006教育亮点] 在经历世纪之

交“跨越式”的发展后，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了一个崭新

的起点上，并在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之间追求一种新的平衡

。“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年

初《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中国高教界发出的新号召，而今已

成为中国高教界实实在在的行动。 “不给学生上课，怎么能

叫教授呢？”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

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21%，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历史目标。 在规模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始终把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作为工作重点，启动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简称“质量工程”）。目前，开展了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奖的表彰奖励，积极建设国家精品课程，推动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全面推进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估等，在更新教

育教学观念、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进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建立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等方

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前不久，一则新闻引起舆论关注。教育

部日前要求，教授在两年内必须给本科生开一门基础课。如

果教授因科研任务过多而不能授课，将取消“教授”称号，

转为“研究员”。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唐安国感叹不已：“不给学生上课，怎么能叫教授呢？”“

对科研的鼓励不能变成对热心教学者的惩罚。”“学生满意

的教师才是好教师。”分析“名师不上讲台”的根源，中国

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其根源在于“重科研、轻教学”



的高校考评体制。几乎所有评估，都没有将“教师上课质量

”列入重要考核指标。 为进一步推动教授上讲台，全面提高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启动了教学名师的评选。今年9月

，平均年龄57岁、来自81所高校的100名教师当选第二届高等

学校教学名师。国务委员陈至立在颁奖大会上强调：“要树

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把质量作为学校的生命线，切实把教师

队伍建设放在教育工作的突出位置，着力建设一支热爱学生

、热爱教育、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师德高尚、业务基础坚实

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质量是大学的生命，创新是大学的灵

魂。今年7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上海浦东举行的第三届中外

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重点将进一步集中于质量的保障与提高，把提高质量作为

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作为大学创新的主要追求。” 

“96%的被评估高校认为评估很有必要。”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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