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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重 点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对于上师大

来说主要面临两个层面的重点：一是

要建设现代高校制度，二是在培养模

式上发生根本性变化，要让学生从课

堂上被动的学习、老师讲学生学变成

学生自主学的模式。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施培琦（中间首张小图为上师大官方微信提供） 周培骏 制图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朱自强谈“十三五”愿景：期待打造国际 教师教育中心，提升老师国际视野

学生培养更精细 针对师范生 的“世承学子计划”今年扩容
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这是国

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对于高校提出的
期待。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师
范大学校长朱自强在接受青年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改革要求高校更重学科
建设，同时改变传统的学生培养模
式。目前上师大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十三五”规划已经出台。据透露，今
年起，上师大针对师范生的“世承学子
计划”将扩容，针对非师范生的“光启
学子计划”也将启动。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记：此前，国务院已正式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能否谈一谈

上海师范大学是如何看待改革，

对于“一流”又是如何理解的？

朱：高等教育要遵循什么样
的规律？就是尊重学生、尊重学
者、尊重教师。尊重学生，就是以
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了，就
一定会真正地去考虑学生的终身
发展，就会去考虑他的就业问题，
就会去考虑他离开学校后是否具
备能力去成为我们国家、我们社
会建设的栋梁。尊重学者，大学
需要大师，需要学者的引领和创
新，所以要尊重学者，尊重科学
家。尊重教师，因为一个好的教
师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大学文化建设是根本。因为
大学需要传承，需要有积累，没传
承就没积累，没积累又怎么传承
下去？大学最终体现出来的是文
化，没有一流的大学文化不能达
到一流的高校。作为大学的管理
者，最终是如何从制度层面上，从
运行机制上，去考虑怎么样保障
一所学校能否真正体现以学生为
第一位，去保障和营造一个我们
的广大教师能专注于教学、科研，
能否使他们安心的集中精力并且
非常愉快地去从事好他们的教学
科研，这是一个大学管理者的责
任。如果能营造成这样一所大学，
一所现代高校的模式，那么成为一
所一流高校只是时间问题，是快一
点和慢一点的问题，但最终一定会
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一流。

记：面临改革，上海师范大学

是否已经有所行动？并将从哪些

方面加以推进？

朱：按照国家和上海《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
神，以及《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
案》的要求，上海师范大学在学校

“十三五”规划发展中提出的目标
是：到2020年，实现“把学校建成
有国际影响的、教师教育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进入国内同
类院校一流行列”的战略目标。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对于上

师大来说主要面临两个层面的重
点，一是要建设现代高校制度。
第二个是在培养模式上发生根本
性变化，要让学生从课堂上被动
的学习、老师讲学生学变成学生
自主学的模式。这些都要在“十三
五”中逐步推行，形成完善体系。

对于现代高校制度的主要内
涵，我认为是要以培养学生为中
心，逐步确立学院是办学主体地
位，首先要把学科做好。今年开
始，高校就将面临着招生改革，取
消一本、二本，2017年是大类招
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要求
我们在专业设置时更关注就业是
否对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如
每年的就业率，都要求公布到每个
方向每个专业。过去可能是全校
一个平均值，或者到一个学院，现
在要求到每一个专业目录，这样就
迫使学校进行专业的调整。

培养模式上的改变则会带来
整个教学过程的变化。以往传统
教育模式往往是以课堂教学为
主，一般我们比作第一课堂，这种
教育模式导致一直以来我们的学
生在和海外学生比较时被认为学
习成绩好，但在动手能力、实践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自我学习能力
方面较弱，也就是创新能力弱，学
生以接受为主，缺少批判性思维、
自我学习的能力。当我们的社会
进入互联网时代，自主学习能力
又变得尤为重要，迫使我们要把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打通，让学
生走上社会去实践，同时要大力
推行第三课堂，也就是创新创业。

现在我们很多高校都在开始
推行，学生可以休学去创业，并在
制度上做了保障，我们认可了第
三课堂。接下来就是要让三个课
堂慢慢打通，要以第二课堂为主，
在实践中解决问题需要的知识和
能力通过第一课堂学习，不是单
纯的以学到多少知识构成整个教
学体系，而是以独立解决问题、发
现问题，用探索的方法、科学的方
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所以在

“十三五”期间，我们面临的是一
个全面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