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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本周要情】 
￭ 要闻：陈宝生：高等教育要做到四个“回归”。教育部 10 月 15

日在华中师大召开武汉高校座谈会。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在
双一流进程中，高校要做到四个“回归”。一是回归常识，要围

绕读书来办教育，积极引导广大师生读“国情”书、“基层”书、

“群众”书，读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列经典，杜绝浮躁、理性
思考。二是回归本分，教育基本功能是教书育人，教是手段、育

是目的，教是过程、育是结果，做教育分内事，就是要得天下英

才而育之。三是回归初心，教育的初心就是培养人才，一要成人，
二要成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四是回归梦想，教育梦就

是报国梦、强国梦，具体体现就是“双一流”建设，就是要提升
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创造性传承中华文明，创

新性建设中华文明，最终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使中华民族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来源：教育部） 
￭ 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 2016 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

学位授权点名单。10月 19日，教育部官网发布该名单，25 省的

175 所高校撤销 576 个学位点，包括博士学位点。178 所高校增
列 366个学位点。陕西共有 7所学校撤销 14 个学位点，6所学校

增列 9个学位点。陕西科技大学撤销纺织科学与工程、美术学 2

个学位点，增列数学学位点。（来源：教育部、青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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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材料核查工作进展顺利。据教育部学位

中心消息，第四轮学科评估申报材料报送结束后，学位中心采用

六大举措对材料进行核查，包括数据检查、数据佐证材料核查、

公共数据比对、重复数据筛查、有限信息公示、重点数据进行清

单抽查等步骤。核查工作按规定程序，严谨有序进行。截至目前，

材料核查工作已经过半，进展顺利。接下来学位中心将陆续开展

学科声誉与权重调查、学生与用人单位问卷调查和部分指标专家

评议等工作，部分信息还将在网上公示。学位中心将加快进度，

争取早日完成第四轮学科评估任务。（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 

￭ 改革：清华大学完成准聘长聘制度改革。华大学日前完成教研

系列教师岗位准聘长聘制度改革。该校于 2010年百年校庆之际，

在部分试点院系率先启动人事制度改革，2013 年公布《清华大学

关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

建立教师队伍分系列管理制度，实施教研系列教师岗位准聘长聘

制度。今年年初，纳入学校人事制度改革范围的 38 个院系全部

如期完成改革方案制定工作，部分率先启动人事制度改革的院系

有教授申请从准聘转为长聘，部分院系也根据改革后的制度和标

准新引入一批长聘教授。（来源：人民网） 

￭ 各地：河北投 25亿专项资金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十
三五”期间，河北省财政将每年增设专项资金 5亿元给予支持省

内“双一流”建设，计划到 2020年，有 3 所左右省内大学达到

或接近国家一流大学水平，一批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行列，个
别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到 2030年，若干所大学进入国

家一流大学行列，更多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行列，10 个左右学

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同时，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
队及完善“燕赵学者”遴选培养计划，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来源：中国教育报） 

￭ 三问高等教育：现在大学培养的人才合格吗。人民日报刊发文
章《三问高等教育》。三问分别是：一问招生，是否依然在从招

“冷冰冰的分”到“活生生的人”之间步履维艰？是否已和培养

环节有效对接？期待高校招生力争对每个招来的学生进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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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质量培养。二问培养，为什么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总是被批

评好奇心、想象力与批判思维不够？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足
够优化？而如何让学生真正爱上所学，是高等教育承担的使命。

三问评价，大学是否学会了用“严出”制度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大学究竟该对学生考察知识、素质还是能力？已有部分高校探索
用毕业设计代替毕业论文。高校要建立质量监控体系，对最后的

“收成”要心里有数。（来源：人民日报） 

￭ 声音：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为何出现偏差。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针对高教发展的战略措施和政策频出，如 985、211、2011、

双一流工程，新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杰青、

优青等人才计划。作为业内人士和有责任感的公民，大家不仅为
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未能获得应有成效而造成的浪费感到

遗憾，更对高校大量的高阶科教人才资源间接被浪费而感到痛

心。到底是什么让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渐行渐远？除依法治
教和大学管理的体制问题外，关键是我们一直在用工程或项目的

方式配置资源、以行政的手段来导向和操控教育和科学活动，违

背了教育与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如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的诞生
不是多方面提着水壶浇出来的，而是在良好的文化、学术和教育

环境下冒出来的，因此，真正的人才计划或政策应该是营造这种

机制、文化和环境，而不是简单地选苗助长或拔苗助长。教育资
源可通过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配置，市场机制虽然也会诱发短期

行为，但如果高校被赋予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和运行机制，

就不会不关注自己的教育质量和品牌，考虑到长期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市场机制常会支持长期行为。（来源：光明日报） 

【陕西本周要情】 
￭ 毛万春检查督导陕西高教系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10 月
17 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组

组长毛万春在省委高教工委检查督导高教系统“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时强调，高教系统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自觉，
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求实效，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来

源：陕西省教育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