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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8C_c68_530088.htm 观点交锋之一：如何解决双学

位教育出现的问题？ 卢某：就目前我国高校的情况来看，大

学学生修读两个专业是有困难的，时间紧、任务重。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做加法和减法，辅修专业课程加

上去了，学生学习有困难，怎么办？这就要把主修专业的课

程减下来。 目前我国学生主修专业的课程负担较重，如北京

外国语大学英语、应用英语、俄语3个专业的学分在170个左

右，学时在3000个左右。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的

毕业生要拿到200个学分左右才可以毕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学分量也在180～200个。 与国内相比，美国平均起来一名

本科生基本的学习量是128个学分左右，日本也规定本科生的

基本学分量是128个，他们培养的学生无疑也是优秀的。这间

接证明要求学生学的多，不见得教育一定是高质量的，也许

恰巧造成了低质量。 学生的所有在校时间都用课程塞满了，

他就没时间自主地思考问题。主修学分要求高的学校很难开

展双学位教育，主修专业已经让学生不堪重负了，他怎么来

做加法呢？基于这个理念，北大在1999年和2003年将学生主

修专业的学分从180个左右减到130~140个，是我国学分要求

最少的高校之一。2007年北大毕业生人数是2773人，其中929

人获得双学位，151人获辅修专业毕业证书。 据统计，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本科学生近年来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

主修专业学分降下来了，给了学生空间，学生自己就有时间

去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有些学生去辅修双学位，也有些学



生立志要做生物学家，这100多篇SCI论文中有29篇文章本科

生是第一作者。主修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恰恰是通过减轻主

修专业的负担而更加凸显出来。 陈某：我国目前高校学生的

负担比较重，一名学生在大学只学习4年，时间还是有限的，

减轻学生的负担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

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并没有必要采用

双学位教育的激励机制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没有必要

也不应该把学生的所有时间都圈在课堂里，学校可以根据自

身的条件，安排一些内容丰富、积极健康的校园活动，让学

生在课余时间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爱好参加，这样对他们人格

的培养更有好处。 观点交锋之二：主辅修与双学位哪个更好

？ 卢某：从理论上讲，双学位教育适合所有的学生。很多考

入大学的学生一入学还拿不定主意：学历史还是学经济呢？

这个时候就要两个专业一起学。也有的人一开始要学历史，

快学完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大喜欢历史而是喜欢经济，这个时

候也要给学生学习经济的机会。 不仅仅是重点大学，其他院

校甚至是高职院校都可以推行辅修/双学位教育，双学位教育

说到底是一个教育机会的问题。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还不够

灵活，目前还没有建成一个灵活、开放的系统，给予学生在

其各年龄和人生阶段、对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有了解后的教育

机会。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应当变得更加灵活、开放，给学

生更多的机会来寻找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发展方向。这是教育

质量工程中目前尚未被注意到的方面。 陈某：我国和日本目

前都是学历社会，唯学历论在西方已经作为被批判的对象，

日本也已经反省了二三十年，现在大力推行双学位教育，很

有可能对学历社会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施行双学位教



育的本意是鼓励学生自由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但在我国

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却很容易演化成学生单纯地追求学位这一

纸文凭，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 现在有些西方国家对员工学

历对应工资的标准有具体政策，每一档次的文凭起薪是不一

样的。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制度，严格规定聘用博士、硕士、

学士的起薪是多少。如果有相关规定，公司等用人单位就会

考虑到用人的成本，根据岗位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哪一档次学

历的员工，那么我国目前的学历高消费的状况就会得到改观

。 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用人单位终归会

看清：用人的标准说到底是人的能力而不是文凭。市场上的

信息反馈到学生及其家长那里，就会缓解大家蜂拥而至考研

究生或者辅修双学位的现象。 目前我国的教育实际，在培养

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方面，主辅修制比双学位更加合适，而没

有必要颁发学位，让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辅修其他学

科的课程，在课程记录中体现出来就可以了。 就文科学生来

讲，他们泡在图书馆里相互切磋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能力

。相反，为了应付考试，考完以后就忘了内容，这样学生学

不到什么，如果双学位教育仅起这样的作用，就没有必要再

大力推广。 观点交锋之三：如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卢

某：举几个例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本

科专业是武汉大学物理系。北大2003级毕业生刘达颐，主修

专业是物理，同时也拿到了经济学的学位，毕业后到德勤会

计师事务所工作，他是按双学位找的工作。 这些人都是在校

学习时找自己擅长的领域，他们成功了，同样可以成为人才

。一所大学培养的是各个领域的人才，而不必须培养某一个

专业的人才。有人不赞成辅修，说辅修了另一个专业就影响



了主修专业的学习。可如果主修物理、辅修经济学的学生毕

业以后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何苦物理专业必须让他学那么好

呢？ 陈某：学生以后的发展也可以通过类似企业培训的教育

制度来完成，而不是要求大学去承担直接为社会输送完全合

乎某个行业“规格”人才的使命。大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学历

，而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按照学生各自的特点来培养

他们自主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观点交锋之四：除了知识还需

要些什么？ 卢某：大学并不是培养学生一定成为某个领域的

专家，而是让学生来自己选择，因此主修辅修学分都要适当

减少。主修辅修专业在人才成长过程中都应当是引导型的专

业，而不是灌输型的专业。我国的高等教育要转变观念，尤

其是主修专业的教师应当转变观念：高校要培养人才，是作

为一个整体来培养人才，而不必须是某一个专业的人才。不

能简单地说主修专业学得不好，辅修专业学得好就是对主修

专业的浪费。 陈某：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同层次、不同

类型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水平会有很大的差异？这并不

是因为学生修读了多少课程，拿到几个学位，更重要的是大

学的环境和氛围。学生的起点、教师教学水平、学术研究、

同学关系等等形成的学校氛围，可以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

教育作用。很多校友毕业后回忆他在大学里的收获时，很少

是体现在课程和学历上的，更多的是回忆起自己在学校里发

生的故事。 好的大学应该给学生更多的是学习的兴趣、毅力

的锻造等看起来并不实际但却是可以影响学生一生的东西，

在这样的学校培养出的优秀校友反过来可以激励学生不断地

提高自己、积极进取。这也是我认为大学教学质量评估没有

固定标准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讲，应鼓励学生自由发展，



没有必要用学位来限制他们。 观点交锋之五：如何看待毕业

论文和授予学位？ 陈某：学位的授予要谨慎行事，授予学生

学位还是要以学位论文作为重要依据。学位论文实际上是一

种学术水平的标识，学生不在所修专业领域做出达到一定水

平的论文，没有这种必要的对学生学术水平的检测，是没有

依据授予学位的，这对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也是一种损害。

学位的授予工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它关乎一个国家学

术声誉的大事，应谨慎从事。 例如，日本将研究生培养分成

两段，用课程来加以区分，前半段是博士前期课程(硕士课

程)，后半段是博士后期课程(博士课程)，课程修完，学校只

发给“硕士或博士课程修了”证书，你要学位，就得提交学

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后才能够获得。学位是标识一个人的学术

水平，这一点是确定的。 在授予学位方面有3个基本观点：

第一，即使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但是主辅修制比

双学位更适合，不必授予学生两个学位。第二，如果要实行

双学位教育，应限制在一些重点大学，因为这些学校本身的

教学质量较高，学生生源也比较好，有更多的学生学有余力

，而且学校也能提供相应的条件，教育质量有保证。第三，

如果实行双学位教育，要切实把好培养质量关。包括教师指

导、考勤、学习水平的确认，这些环节都要有保证措施。要

限制双学位教育的范围，教育对象应该是真正学有余力的学

生，一个潜力并不大的学生修读双学位，一方面会浪费学校

资源，另一方面也会浪费学生的时间。 高教领域有很多问题

需要溯本清源，比如高考，本来只是一个考试，高校在招生

时进行某种形式的考试选拔是很正常的，但是社会让它承载

了太多的东西，高考就变味了，现在受到很多的批判。大学



教育也是如此，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加诸太多的东西。我

们要还原教育本身的目的，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是大学的永

恒主题。 卢某：双学位的学生没有必要在其辅修的专业做毕

业论文。毕业论文的目的是教给学生科学研究的方法，主修

专业已经受过这样的训练，辅修就没有必要再写毕业论文。

美国有些大学连主修专业都不需要做论文，一个人学习科学

研究的方法目的是以后准备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可是我们

这个社会其实并不不需要那么多科学家。 大学可以把毕业论

文列为选修，让有志于以后将科学研究作为自己事业的学生

自己选择，也正好把老师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这部分学生身上

。让学生做两个毕业论文更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 这说到

底是强迫学生学还是鼓励学生自己学的问题，把学生的主修

负担减下来，给予学生学习两个专业的机会，辅修专业更要

完全给学生自主权，让学生自己去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探

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双学位培养之背景： 卢某：我国本科专

业划分了11个学科门类，这样划分就很容易实现双学位同时

授予一个学生。我个人认为就算给两个理学学士学位也没有

问题，可以帮助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结构有清楚的认知。 

陈某：目前我国学科专业分得比较细，比如读历史的学生肯

定要拿历史学的学位，专业界线比较明显，人才培养方式还

比较单一，双学位教育出现问题的根源还是自由选择专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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