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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8 年 12 月

编者按：陈宝生强调，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

做到回归常识。今天社会最稀缺的其实就是常识。常识有两种，一种是生

活的常识，还有一种则是思想的常识。大学是思想的源泉，是国家的智库，

也应该是社会的净土，大学应进行一场常识教育。不仅要反复告诉师生，

这个社会有一些常识需要知道，需要坚守；更要让师生们看到，坚守这些

常识有价值有意义。一所大学，如果能把千百年来经过筛选砥砺而沉淀下

来的文明常识、底线守住，就等于守住了大学的灵魂，有灵魂的大学自然

让人肃然起敬。常识之可贵，不在其高深，而在其价值之恒远。某种意义

上，常识比知识更重要。

■教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教育部就今年 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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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高校认真查找本科教育中

还存在的领导精力投入不到位、教师精力投入不到位、学生精力投入不到

位、资源投入不到位等问题，围绕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师德师风、课堂教

学秩序、实习实践、毕业论文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制

定整改措施，明确时间节点，逐级狠抓落实。针对多年诟病的“教授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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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渐行渐远”的现象，《通知》特别强调，各高校要强化教师教学主体责

任，制定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专门管理规定，确保教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

本科生是高校教育的主体对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是他们的责任与使命。

亦是回归常识。

■“59.95 分”让教育回归常识。大学的新版教务系统中，只要分别输

入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学生的综合成绩自然生成 59.8 分、59.95 分……

当这样的分数出现在成绩单上，你会傻眼吗?1月 18 日，武汉理工大学部分

学生在网上吐槽，被这样的成绩“惊呆了”。多给 0.05 分就没挂科”，为

此一些学生抱怨：这位老师名义上是严格要求，实际还是有些变态。“59.95

分”，说实话，初看让人“惊呆”，但是更多的是惊喜，且喜教育回归常

识，教育尊重常识。“57、58、59”等分数让学生痛苦不堪，却也逼使学

生学得更扎实，对于“59.95 分”，请不要大惊小怪，要怪就怪自己不努力

好了。

■“四唯”做法不破不立。据媒体报道，10 月 23 日，科技部、教育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工程院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

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

提出，各部门要重点清理职称评审、人员绩效考核等活动中涉及“四唯”

的做法。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于“人

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的强调犹

在耳畔，如今五部门就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可谓高度重视并反应迅速。

现在我国的科研考核体制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帽子”和利益高度

挂钩，当前的“四唯”体制性地造成了学术界急功近利、学术不端等严重

突破职业道德底线的不良风气。如近期引起热议的清华大学前博士生被撤

稿事件及南京大学“长江学者”梁莹论文事件等学术不端的案例，都是“四

唯”现象负面作用的典型。最终不仅有害于教师的成长，也有害于整个研

究领域。清理“四唯”并不是意味着以后科研评价就不需要看论文、职称、

学历和奖项，而是不以此为唯一指标和进行死板规定。转型的真正意义在

于打破原有的“一刀切”规定，赋予大学和科研机构更多的自主权。

■大学不是由你玩四年。前段时间，人民日报等微信公众号分别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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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章《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怒斥了当下的大学

生学习不够努力的现状，在朋友圈引发热议。央视《世界著名大学》制片

人谢娟曾说：“我们到哈佛大学时，是半夜 2 点钟，可让我们惊讶的是，

整个校园当时是灯火通明的，那是一个不夜城。”反观国内的高校，却鲜

见这样的场景。一些学生考上大学就认为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

不学无术，且越来越多的学生将“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会很轻松”

挂在嘴边，唯独忘了“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尤其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严

峻、 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况下， 要想谋求成功的未来，作为个体的

大学生尤需准确定位、加强学习、强化技能，提升竞争的“硬实力”。

■无手机课堂，不过是回归常识。拿手机刷微博、玩微信、看新

闻——这已成很多大学生的生活习惯，这样的习惯也被许多学生带进了课

堂。于是，出现了课堂“低头族”。教师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学生对自主、

自由学习的诉求让大学课堂变得更加“随性”。课堂上，老师的耐心劝说，

点不醒刷微博逛淘宝的贪玩之心，老师的严厉训斥，也唤不回厮杀正欢的

游戏之心。学校给学生的自由，往往没能换回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激烈辩

论、观点碰撞上的火花迸发。为了让课堂“低头族”抬起头来认真听课，

全国多所高校在推行“无手机课堂”，希望藉此让学生的视线从手机转向

认真听讲。然而，上课认真听讲原本就是最基本的课堂纪律，“无手机课

堂”，不过是回归成常识而已。

■高校替课热，让诚信回归。近期，央视发布了一则新闻：大学生花

钱雇人替上课，加一个聊天群，只需告诉时间、性别，支付 25元一节课，

就有人替你去上课，这样的事情正在一些大学悄然上演。替课，替体检、

替就寝，“替”生意已成完整产业链。有时一节课上替课者能达 10%，同学

司空见惯，老师也置若罔闻。针对大学生花钱雇人上课的行为，网上“板

砖”纷纷，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系统扎实的学习，合理安排时间，加强

必要的自我约束与自律，坚守诚信底线是重中之重。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必须值得信赖和依靠。

■大学生上早自习不应成为新闻。大学设立早自习的做法．已经被热

炒好长时间。从媒体新闻跟帖和网评员发声来看．赞成声音相当微弱，反

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似乎，设立“大学早自习”一无是处。纵观目前的

学习现象会发现：小学有早自习，初中有早自习，高中有早自习，大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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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早自习。大学生不上早自习已成为一种传统观念，即便个别学校要求

学生上早自习，也仅仅是在大一阶段，大二之后就取消了，并且多半是依

从学生的意愿，没有硬性规定。大学生上早自习唤醒的是“一日之计在于

晨”的意识，考上大学不是一劳永逸，学不到真正知识，只有一本学历证

书很难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轻松的大学：警惕后大众化的质量陷阱。不久前教育部召开新时代

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一句“快乐的大学”引起热议，乃至强烈

共鸣。“快乐的大学”，更确切地说是“轻松的大学”，一语道破当下大

学生的学习生态，即大学光阴使大学生们太轻松了。从表面上看，“轻松

的大学”这一现象出现在大学生身上，反映了大学生似乎在虚度光阴，但

从深层次看，实际上折射的是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普遍不高的不满。

这种不满，是一国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阶段的普遍现象：即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质量陷阱”。今天出现“轻松的大学”是一个高等教育的系统问

题，总体表现为四个缺乏：缺乏敬畏，缺乏严格，缺乏严肃，缺乏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大学生“爱国、励志、求真、力行”，这既是总书记的

期待，也是所有人的期待。但是，轻松的大学，难以培养出具有上述品质

的人才。没有严格，就没有大学的规范；没有严肃，就没有大学的神圣；

放弃了传统，大学就丧失了根；没有底线，就无法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近日，教育部发出通知，明

确要求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金

课”；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

取消“清考”制度。近些年“清考”在部分大学中悄然盛行且有逐渐蔓延

的势头。据调查，在这些学校中，实行“清考”的比例达到 69%；“985 工

程”大学、“211 工程”大学的“清考率”达到 60%以上，普通本科高校的

“清考率”更是高达 71%。更有甚者，部分学生可以在毕业前一次性通过十

几门课程的补考。教育学者邬大光说，大学永远要坚守底线标准。只有严

把毕业关，坚决取消“清考”才能端正学风，才能维护学校声誉。说实话，

学生考试及不及格这件事，老师关心了，学生就不关心了，校长关心了，

学生就更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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