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O02年 9月 

总第44期 第 3期 

高等建筑教育 
JOURNAL OF ARCHITECqllEM,EDUCATION IN 

INSIrI1JrI10NS OF}ⅡG蛐ER I E R̂ G 

Sept．2O02 

Sum No．44 No．3 

关于本科专业建设的若干思考 

于伟健，刘楚佳 

(广州大学 教务处，广东 广州 51o4o5) 

[摘 要】 本文指出和分析当前我国本科专业设置中的“专业固化”等几个突出问题 ，并提出了打破专业固化、建立“课程组 

合”为特征的专业教育模式、积极探索跨学科专业的发展机制、专业设置要因地制宜、口径要“宽窄结合”、举办专业切忌“一窝风”、 

将专业设置权下放给高校等鲜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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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将学科专业结构调整 

和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 ，实现从外部的高校布局、 

结构调整到内部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从扩大数量 

到提高质量的转变，使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 

展，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从 2001年下半年 

起，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结构 

调整工作。这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是 自 1998年新 

的本科专业 目录颁布后，又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学科 

专业结构调整行动，意义重大。调整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点：一是适应我国加入 WTO、经济全球化使 

教育和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二是“十五”期 

间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直接影 

响到人才培养的结构；三是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 

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使高等教育面 

临着专业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本文结合当前本科 

专业调整和建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谈谈关于专业 

建设的一些思考。 

一

、打破“专业固化”，建立以“课程组合”为特征 

的专业教育模式 

西方国家没有“专业”这一概念，西方国家与我 

们“专业”对应的词大致是“课程组合”或叫“学习计 

划”。解放前我国的高校也没有“专业”，当时是大学 

下设学院，学院下设系，系下设组，学院负责组织教 

学，实行学分制，专业教育模式与西方国家相似。按 

专业培养人才的制度是 1952年我国院校调整后从 

前苏联学习的模式，其目的是为了在计划体制下培 

养大批“专业对 口”的能迅速适应工作的高级人才， 

并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看来，这种与计划经济相适 

应的专业设置模式的最大问题是“专业固化”。“专 

业固化”表现为，各高校没有举办专业的自主权 ，按 

教育部统一的专业目录申报并经教育部审批才可开 

办新专业。与专业对应的有专业教研室、实验室和 

固定的教师，按统一的要求设置课程、组织教学 ，学 

生经录取后一般固定在某个专业学习，没有选择专 

业、课程、教师的权力。“专业固化”面临的问题是： 
一 是难以建立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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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节机制，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脱节的情况常出 

现，必须通过国家修改专业 目录和政策推动才能达 

到“相适应”，改革的成本大，周期长；：二是一旦某个 

专业获得举办权后，跟专业相关的教师就有了“立足 

之本”，专业的存在与否跟这批教师的切身利益紧密 

相联，学校根据社会发展对专业进行调整和改造举 

步维艰，甚至出现因人设专业的怪现象；三是在当前 

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一般本科专业都不缺 

生源，而学生一经录取后就没有专业的选择权，因而 

教师有了专业，就有了学生，不愁“没书教”，安于现 

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革缺 

乏根本的动力；四是同一学校内院与院、系与系、学 

科与学科之间的分割，使资源重复配置，难以共享， 

制约了跨院系、跨学科的专业发展，使学科专业难以 

适应科技的发展和社会需要。“专业固化”是与当前 

高校僵化的教学管理制度相辅相成，它制约了教育 

教学改革的深化，限制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和个 

性的发展，造成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相 

脱节，这种专业设置体制已远远不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 

如何打破“专业固化”，建立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相适应 、同时又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专业教育模式， 

我们建议将固化的教育模式改革成为灵活的课程组 

合专业教育模式。大致设想是：学校根据党和国家 

的人才培养的总目标以及有关专业设置的指导性意 

见，根据社会发展和学生的需求，自主设置专业，确 

定各种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构建专业所必 

须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规定专业的核心和主干 

课程以及其他必要的教学环节，规定必选课和选修 

课的比例，形成各种专业教育的总体框架和要求；专 

业由基础课程模块和专业课程模块构成 ，教师按模 

块中各课程的要求开设课程，开展教学，学生根据学 

校的规定和要求，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选择课程和 

任课教师，通过对模块进行选择和组合达到不同的 

专业教育要求，甚至学生可以自主设置“新专业”。 

多年来，不少高校通过构建各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设 

立大专业平台、建立模块课程、灵活设置专业方向， 

实行前期按学院招生、后期按专业或专业方向分流 

的改革，已经使推行这种模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 

条件，并极有可能向这一模式推进。推行这一模式 

的关键是必须实行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给学生 

更大的选择权 、学习自主权。“课程组合”模式是以 

课程为核心，不同学院的教师可以开设构成某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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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课程，学生可以选择不同院系开设的课程，以课 

程构成专业，课程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学生的选择，通 

过学生选择，实施优胜劣汰，促使教师积极开设新课 

程 、更新课程内容。这样可以解决“专业固化”中教 

师过分依赖专业 、导致教学改革滞后的问题，实现校 

内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为跨学科交叉专业的发展 

提供广阔的空间，可极大地拓展人才培养模式的多 

样性 ，尤其对宽口径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极为有效 

的；这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 

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有利于学科专业结构 、人才结构 

与产业结构的顺利对接，更好地解决教育与经济发 

展相适应问题。 

二、努力探索跨学科交叉专业的发展机制 

“专业固化”导致了院系、学科和专业之间严重 

分割，这种分割又制约了跨院系、跨学科专业的发 

展。由于跨学科专业有多个学科生长点，不同的院 

系在扩大规模时极可能会举办相同或相近的专业， 

造成师资、图书和设备重复配置和浪费。这种现象 

当前在综合性大学和多科性大学里相当普遍。从深 

层次分析，这是学科专业发展规律与现行的院系管 

理体制之间的一种矛盾。如何建立有利于跨学科交 

叉专业发展的机制，我们有以下几种设想：一是院系 

间联合举办跨学科专业。由学校牵头，建立院系间 

的跨学科专业发展协调小组，打破学术壁垒，实现资 

源共享，组织相关院系的力量共同举办跨学科专业。 

但这种联合机制是松散的，很容易被学术偏见和利 

益矛盾所冲跨，因此院系间联合举办跨学科专业的 

关键是协调好利益问题。二是根据跨学科专业的发 

展需要适当调整院系设置，为跨学科专业的发展提 

供组织上的保证。但由于跨学科专业不断出现，可 

能调整不久又会出现院系间专业交叉设置的问题 ， 

而院系设置是不能经常变动的。因此这种办法很难 

从根本上满足跨学科专业的发展。三是从根本上改 

革目前的院系体制，“建立跨专业跨学科的本科教学 

组织机构，专门负责大学本科的教学设计和学生管 

理”，将本科教育统一归到本科生院进行。但这种办 

法恐怕只可以在以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性大学试 

行，在大多数以教学为主的地方性本科院校难以行 

得通。四是建立和完善跨学科选修、主辅修 、双专 

业、双学位等教学管理制度，促进跨学科交叉专业的 

发展。这是目前院系管理体制下一种较有效的发展 

跨学科专业的机制。五是建立课程组合专业教育模 

式，这种模式为跨学科专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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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但需要在招生、就业、教学组织和管理、学生管 

理甚至在教育观念上进行全面深刻的变革。 

三、专业口径要“宽窄结合” 

1998年我国本科专业 目录中的专业数由504种 

减到249种，专业过窄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我 

们大力提倡本科教育是宽口径的专业教育，但近期 

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现在大学生的专 

业口径宽了，计算机、外语水平高了，但是专业知识 

却显得不够了；有的学校将素质教育和通才教育混 

为一谈，误以为素质教育就是通才教育，忽略了专业 

知识的传授；我国现阶段通才教育不宜提倡 ，本科教 

育应是以就业指向为主的专业教育。我们认为，专 

业口径宽或窄，并无孰优孰劣之分。我国高校的层 

次、性质、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学科特色、学生的素 

质和就业方向不相同，差别很大，人才培养的目标和 

规格不能都用一个模式去要求。人才培养模式要灵 

活多样，即使在同一学样内也应该有不同的培养模 

式，不同的特色，但要强调共性。我们要从市场需求 

的不确定性和学生的终身教育、可持续发展需要出 

发，打破“专业对口”的陈旧思想，树立“专业适应”的 

新观念，加强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为学生的长远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重点大学要根据越来越多本 

科生考取研究生的情况，更加注重基础教育 ，处理好 

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衔接问题。一般地方院校 

特别是一些刚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院校，则要努力 

解决本科教育专科化的问题，跳出专科教育的框框， 

解决专业 VI径过窄的问题，在加强素质教育的基础 

上，合理灵活地设置专业方向，按照本科教育的规律 

和特点办学。 

四、举办专业切忌“一窝风” 

当前举办专业的“一窝风”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 

视。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要大力发展某些专业，并为 

这些专业的开办提供便利，于是一些高校就不顾 自 

身的办学条件，大步跟进 ，迎头赶上，大办某些专业 ， 

使这些专业顿时遍地开花。主管部门应该彻底改变 

以行政手段推动高校专业建设的方式，采取宏观指 

导和调控方式，让学校以市场为主导，根据所服务区 

域的产业发展需要 ，从人才市场的需求出发 ，从 自身 

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着眼，根据 自身的师资和办学条 

件，自主决定举办什么专业。学校也应减少盲目性， 

加强民主、科学决策，不要一味追求举办所谓热门专 

业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 

的适应市场需要的结构合理的专业体系。 

五、专业设置权应下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条规 

定：高等学校依法 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可见 

专业设置权应该是高校的办学 自主权之一，但实际 

上，高校还是要根据教育部的专业目录举办专业 ，并 

报教育部审批。教育部将高校的专业设置统管起 

来，可能是担心一旦将专业设置权下放到高校，高校 

的专业设置会陷入无序状态。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 

因为当前高校的自我约束和社会参与管理的机制尚 

未完善。但统管理起来，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面对全国高校数以千计的专业布点申请和各地千差 

万别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依据什么批准这所学 

校举办这个专业 ，那所学校不能举办这个专业。而 

且根据同一专业 目录举办专业，设置大致相同的课 

程，造成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雷同，不利于学校 

办出特色。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将专业设置和管理 

权下放到学校，让学校 自主设置本科专业，建立起一 

种由学校自主面向社会举办学科专业的灵活机制。 

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做好人才预测和统筹规 

划，加强对专业设置的宏观指导，建立和完善高校自 

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完善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管 

理的机制 ，促使各高校从本校的属性、办学定位、服 

务面向和实际办学条件出发，做好学科专业设置和 

调整工作。令人高兴的是，教育部正逐步推进这项 

工作，在 2002年初正式批准了 6所重点大学可根据 

市场需求 自行设置本科专业。 

总之，以上所提到的本科专业调整和建设中的 

突出问题，都可归结为“专业固化”在不同方面的表 

现，“专业固化”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将严重的制约 

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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