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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学“水课”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早在2018年8月，教育部就曾发布《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

实的通知》，全文八次出现“振兴本科”，要求狠抓本科教学，全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淘汰“水课”、打造“金
课”，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加强学习过程考核。

然而，多年过去，大学的教与学之困依然存在。如何消灭“水课”、打造“金课”，依然是全国高校都在
探讨的重要话题。

“水课”困局当如何破？记者对教育专家进行了采访。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诗雨

消灭“水课”，重视教学是第一步

近日，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师蔡
渊迪公开发表文章，称自己所负责的《古
代汉语》等三门课程卷面不合格率达30%
以上， 被要求作解释说明并提供整改方
案。而蔡渊迪的回应有点“刚”：一是“我教
得不好，水平有限”，二是“另请高明”。

如此回应并非故意与学校“作对”。蔡
渊迪在文章中说明， 自己出的题目并不
难， 学校对这些课程的课时安排也不合
理。此事件及其背后反映的大学教育质量
问题引发广泛讨论。

记者了解到，一些高校里，从事教学
的老师涨薪、晋升都看科研。北京师范大
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李奇教授曾分析：
“教学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花很多时间
和精力备课并不一定能被看见、 被欣赏。
部分高校的年轻教师还面临‘非升即走’
的压力， 几年内评不上职称就得走人，而
发论文、做课题是评职称的硬指标。在这
样的考核模式下，部分老师重科研、轻教
学也在情理之中。”

显然，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是不合理的。对教师的教学成果与科研成
果应一视同仁，涨薪、晋升不应只看教师
发了多少论文、有多少课题。

近年来， 教育部也意识到这类问题，
越来越重视高校教学，开始要求多用教学
考核老师、设置教学为主型岗位、完善教
学质量评价制度等等。一些高校也在努力
改变现状：百万奖金奖励教学名师、上课
好的副教授破格升教授、定期组织教学培
训……

妥善解决科研和教学的冲突，国外有
经验可借鉴。比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规定，偏教学的老师，可以多上课，兑换论
文和课题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社会上
筹集资金，聘请只做教学的“教学讲席教
授”。

无论如何，要消灭“水课”，重视教学
质量肯定是第一步。

除了科研与教学的矛盾、 学生评教
体系导致大学课堂“注水”外，熊丙奇认
为，“水课” 还来源于部分高校办学存在
功利性。

“如今高校评判教学质量的标准，过
于重视升学率、就业率，为了让学生都能
顺利毕业， 很多学校会要求老师在对学
生考核时适当放宽。”熊丙奇说。

从社会舆论来看， 及格率是一面辨
别学校优秀与否的镜子，“不及格率高”
则往往会给学校贴上“教学质量不高”的
标签。对于学生而言，大学挂科、被淘汰，
更意味着“丢人”，甚至会出现学生、家长
向学校“讨说法”的情况。

“但在发达国家，本科院校、职业院
校的毕业率不到50%的情况颇为常见。”
熊丙奇指出，过高的毕业率、通过率，其
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人才培养上存
在质量把控不严的问题。

同时，过于重视升学率，也反映出
“考研高考化” 的趋势———对于专业能
力有提升的、考研要考的课程，学生就
认真听，老师也认真讲，其他的课程就
“水水”过去，这一现象同样导致了“水
课”的产生。

对此，熊丙奇建议，高校应避免功利
化办学， 健全淘汰制度， 并加强过程管
理。一方面，淘汰不合格学生，把好毕业
质量关，“严进严出”，拒绝给不能达到毕
业资格的学生“放水”；另一方面，重视平
时的课程教学， 引导教师花精力研究教
育教学，提高平时教学质量，做到对每一
位学生负责，拒绝“放养”式教育。

一所“金课”寥寥而“水课”济济的大
学，绝不会是好大学。努力了十多年、辛
辛苦苦考上大学的学生们， 值得多听上
几节好课。

引入同行评价，建立科学的教师评价体系

引导教师花精力研究教育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需
要高校明确办学定位，建立科学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多所大学曾相继引入了学生
评价教学制度。

评教制度使用匿名评教方式， 让学生敢于真实表
达，能够监督教师教学行为，其设立的初衷是促进教学
相长。如今，越来越多学校将学生评教作为教师考核、
教学保障的重要机制。

但这一机制能够正常运行的前提， 在于学生愿意
学、努力学，也在于教师心无旁骛、传道授业解惑。

现实情况却总是事与愿违：教师被科研压力“耽误”
教学；学生为了绩点、保研在“水课”上摸鱼。这种情况
下的评教结果并不可信，甚至于出现教师害怕学生“报
复性低分”而向学生“讨好”等“变味”了的评教。

此外，学生的评价，也不一定能代表课程的真实水
平。有的课讲难了，有人跟不上；讲简单了，有人觉得学
不到知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建议，实行教
师同行评价，可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高校工作量的组成，主要包括科研、教学和社会服
务。科研好衡量，论文发了几篇、是什么档次；项目做了
多少、 什么级别、 经费多不多……这些都能转化成数
字。而教学工作量，算的只是课时量。无论老师课上得
好不好，只要上够了时间、不出教学事故，教学上就能
交差。这也被认为是造成大学“水课”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此，熊丙奇建议，对教师教学进行评价时，除了对
教学的课时量进行考核， 还要对教学过程进行质量评
价和管控，避免应付式教学。

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打造“金课”是高校面临的重要
课题。 资料图片

重视教学质量，勿功利化办学
教育专家：建立科学的教师评价体系，对学生“严进严出”

避免功利化办学
还大学校园一片教学“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