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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视阈下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徐 冰

（黑河学院后勤处，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大众化成为高等教育的新特征，主体涉猎广，地域跨度大，教育公平举足轻重。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成果普惠各地
区，平衡学校、教师、学生、家庭、社会等关系，促进各系统协调统一的发展，形成合力，培养强实践、高素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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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在资源分配中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减少分配不均或
过度倾斜，每个个体均有享受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利，得到公正公平
获得教育机会的权利。

1 教育公平缺失在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表征
1.1 学籍管理
弹性学制是高校教育改革实施的环节，旨在增加学制的弹性，

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可以提前或延长毕业的年限，体现教育的
个性化和人性化。以学分为基本衡量标准，修满学分或者是能够在
某一科目突出表现可以申请免修，充分体现差异化发展的需求和权
利。但学分制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着挑战。学生的身体情况、毕业设
计、其他情况等无法如期完成，提出延长学制的要求学校通常予以
批准。通常情况下，四年制本科以 3- 8年为基本标准，保留学制。硕
士研究生以 5年为期限。博士生以 8年为期限。对于超出学校规定
学制的学生而言，学校会及时作出处理，取消学业资格。弹性学制目
的是倾斜于鼓励优等生提前毕业，管理制度的复杂性致使提前毕业
的比重不足，在必须完成全部学分之外，论文设计和答辩也需要全
部完成。这是一个需要多方协作配合才能完成。

转专业也是高效改革的举措，限定在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和第二
学期，但并非全部学校都执行。转专业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笔试、面试
的严格考核。此外，在转专业的时候仍然受到条款的限制，对学生的
要求比较高，能够成功顺利转专业的情况比较少。

1.2 考核制度
对学生学习的评价通常以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为主。在现行的

考核制度中，要求成绩是呈正态分布的，优秀率、及格率、不及格率
都需要有影星要求。优秀率通常控制在 10%以内。考试科目由平时
成绩、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类成绩加权，平时成绩虽有
比重，却仍然是以考卷为基本衡量标准，临时抱佛脚的考试情况仍
然奏效。考试内容主客观比例失衡，有的考试只有主观题，在考察再
认再现能力、思辨能力等方面存在偏颇。

考查课的成绩多以选修课为主，教师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结
课论文为依据给出成绩。这种方式虽然增加了考核评价的多样性，
增加了学生的自由度和教师的掌控性，在结果衡量上仍然存在因教
师喜好的主观因素而影响成绩的现象，造成分数与实际水平不对等
的现象。

1.3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在实验室操作过程中表现的比较突出。教师和学生的

实验器具的配比不足，实验经费投入不足，设备滞后老旧，在实施实
验时通常教师操作的多，学生操作的少，试验结果和数据采集过程
中与预期存在误差。验证实验需要时间的保证，但有的实验超出实
验室的管理规定，产生的这种矛盾影响了实验的效果。

2 教育公平视阈下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创新对策

2.1 完善学籍制度
提供个性化学习方式。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加增课程免听和免修

方案。学生成绩优异的科目，如果有知识体系相近的课程，可以提出
申请或者免修，但需要参加最终的考核，获得该科目的学分。学校在
学生中设置助理，从工资和补贴的角度给予支持，让学生参与到教
学中来，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责任心，加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可。以 L
省 S大学为例，实行“小学期制度”。在每年 6月份集中进行实践教
学，实习，实训等，增加小学期的比重，为提早完成学习要求提供条
件。学生档案要进一步规范，综合录取、成绩、毕业论文等内容，要给
予重视，专人管理，提高培训水平，实现办公自动化。

2.2 多元考核制度
要丰富多元考核形式，变单一的考核形式为多样的综合全面考

察。根据学科特点的差异性，增加实践、实验、面试、讨论环节，关注
创新能力。要调整考核内容。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二者并举，
主客二观并行，对客观的知识积累和主管的思维方式锻炼进行考
核，扩展考核领域，注重综合评价。要调整教学制度。硬、软件资源的
使用要强化配置，提供更好的学习和实验环境。要注意与时代接轨，
关注学术动态，注重新知识的引入。借鉴慕课、翻转课堂等优秀资源
实现优秀资源共享。

2.3 健全实践制度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创造实践机会。高校与企业实现无缝连接，

向企业输送实习生，检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实现高校、企业、学生的
多赢。学校可以建立实训基地，完成学生的培养目标；企业招聘对口
专业的实习生，作后备力量进行储备和培训，减少人才引进成本；学
生在校期间既能学习书本专业知识，又能找到安全可靠的实习单
位，锻炼实践能力，积累经验，为就业作准备。

要开源节流，扩展经费到来源和财政支持力度，注重实践和教
学双投入，强化监督制度，保障经费使用落到实处，鼓励教师的科研
成果落地、转化，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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