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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智慧教育视域下的全人化人才培养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字革命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在数字化转

型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背景下，智慧教育是必然发展趋势，虽然当前其处于

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具备巨大发展潜力。 

瞄准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趋势，剖析当前智慧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构建

智慧教育视域下的全人化人才培养理念与体系，提出价值塑造、知识养成、

实践创新三个维度的改革路线，以实现全体系、全链条、全过程的教育教学革

新，从而达到思政“活化”、知识“衍新”、学以“智用”。通过构建素养图

谱、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素质图谱，四谱合一，重塑教育生态、赋能教育教

学，推动全人化人才培养在内容、手段、模式、体系等方面的综合变革。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 7月 5日）                    阅读原文：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从教育理念到范式变革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四新”建设是高等教育应对

未来挑战的战略先手棋。“四新”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有：活跃教改实验、建

设新型学院、加强紧缺人才培养、培养卓越拔尖人才、推动创新创业教育、

设立交叉学科学科目录等方面。 

未来通过“四新”建设引领高等教育范式变革的主要着力点有：其一，

加强针对问题的跨学科建设。其二，加大创造产品的学科产业融合。其三，

加速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向学科专业渗透催化作用。其四，加深规模化授课安

排下的个人个性化学习，实现教学改革。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 7月 6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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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校企校际校地合作齐发力 

为学科建设注入新动能 

四川农业大学与企业、高校、政府签订 5项合作协议。 

大北农集团出资 1亿元与四川农业大学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内容包

括高端人才培育专项、重点产业研发专项、乡村振兴专项。双方开展联合研发

攻关，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培育国际领先的重大应用型科技成果。 

中国电信四川分公司出资 1亿元与四川农业大学共建智慧农业创新实验

室。2022-2023年项目计划打造智慧种植场景和智慧养殖场景。还将在智慧农

机、智慧种业、智慧农田、数字乡村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 

四川农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三所“双一流”高校抱团

发展，“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优质资源共享，将在建设学科高峰高原、培养

国家急需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建设创新人才高地、共建优质资源平台等

方面开展合作。 

厅校合作，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签订的协议，重点在现代种业、“天府粮

仓”、乡村振兴“样板”、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来源：四川农业大学（2022年 7月 5日）                     阅读原文： 

 

沈阳农业大学：东北三省一区新农科教育联盟正式成立 

7月 5日，东北三省一区新农科教育联盟成立大会召开。沈阳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共同

发起成立东北三省一区新农科教育联盟。联盟将在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名师

互聘、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农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等方面取得重

要突破，携手建设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的“新农科”。 

来源：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2022年 7月 8 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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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高质量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中国农业大学以 9个一流建设学科带动学校整体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推进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一、推动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在“9＋1＋X”学科建设思路

下，加快农业基础研究布局，深化种业、耕地、农机设备等科技支撑，推进分

子设计育种前沿科学中心等重点平台建设。 

二、自主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立足 9个一流建设学科优势，打造“主

干学科＋支撑学科”建设体系，筑牢“强基计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坚持

“五育”并举，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三、坚定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 9个一流建设学科定向精准引进人

才，提升人才引进质量及其与学科的精准匹配水平。启动战略科学家及相关人

才培养支持行动，加快推进“315工程”升级版，深入实施“2115工程”升级

版，完善人才评价体系。 

四、紧扣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 9个一流建设学科的师生力量，构

建各具特色的社会服务工作体系和平台基地，完善由地方产业研究院、地方乡

村振兴研究院、科技小院、教授工作站、校外实验站、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等组成的“三院两站一体系”新型社会服务网络体系，充分发挥“全

国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的作用。 

五、以新型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积极打造世界农业学科顶尖院

校合作交流平台，发起创建世界顶尖涉农大学联盟。持续提升学校在世界一流

学科排行榜上的显示度和在全球农业教育科技领域的影响力、话语权，为世界

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方案，积极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年 6月 27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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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深刻把握“四个面向” 

着力增强农业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南京农业大学以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农业高校服务科技原

始创新能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扎根基础研究，聚焦农业科技前沿“无人区”，坚持创新引领。加强

基础研究前瞻布局，推动农业科技领域“迭代式”关键研究，抢占基础研究制

高点，突破农业科技前沿“无人区”。 

二、守住粮食安全，聚焦农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自立自强。

学校围绕大豆、水稻、小麦等作物开展种质创新、新品种培育等科技创新攻

关，坚持做强种业“芯片”，提升粮食生产科技“含金量”，守住粮食安全“压

舱石”。  

三、服务乡村振兴，聚焦农业高校“主战场”，推动共同富裕。学校立

足江苏、侧重华东、辐射全国、服务社会，聚焦科技创新团队、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深耕“三农”事业“主战场”，高质量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来源：教育部（2022 年 7月 19日）                          阅读原文： 

 

 

华中科技大学积极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 

华中科技大学以“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为载体和抓

手，积极推动领导力量、思政力量、专业力量、管理力量、服务资源下沉到学

生身边，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开展育人工作，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强化统筹调度，凝聚协同育人合力。将“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

式建设试点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大局。激发内生动力，完善

成长支持系统。倡导学生社区自我治理，激发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内生动力。推动服务下沉，提升社区保障能力。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加强学生社区基础设施和功能化建设。 

来源：教育部（2022 年 7月 13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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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探索构建“五重”体系  

深入推进教师职称评聘改革 

华中师范大学着力构建聚焦师德师风、教育教学、分类分层、质量导

向、聘后管理的“五重”职称评聘体系，进一步激发教师立德树人、踔厉奋

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重师德师风，突出第一标准。 

重教育教学，突出本职本位。拓展教育教学认定范围。 

重分类分层，突出个性多元。制定符合不同学科特点的差异化评审条

件，丰富成果形式，着力构建有利于教师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的多

元评价体系。建立“绿色通道”，在教学或科研方面业绩突出的优秀人才，经

审议通过，可直接晋升高一级岗位。 

重质量导向，突出成果价值。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论文不以 SCI、SSCI

检索作为前置条件，加大在高水平中文期刊发表论文的评审权重。完善同行专

家评审机制，全过程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同行专家评审。 

重聘后管理，突出考核评价。对获聘教师实行合同管理；制定差异化的

聘期任务，给予教师充分的自主权；尊重科研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妥善处理

中期考察、聘期考核与长周期评价、发展性评价的关系，既考察约定任务完成

情况又兼顾教师成长发展实际，既关注已经获得的显性成果又关注教师持续的

努力与探索。 

来源：教育部（2022 年 7月 1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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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应尽快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工具 

 2021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课题组面向全国抽样高校

的教师开展问卷调查，共获得 184所本科院校的有效教师问卷 8000余份。课

题组对开放题“您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哪些意见和建议？”的回答内容分析

研究后发现，大学教师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管理、

教师薪酬待遇、教师评价制度、教师发展五个方面。 五大方面共同聚焦本科

教学，大学教师和学生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共同的诉求，迫切需要高校从制度

上予以重视和推进。 

调查结果分析表明，要从实质上体现对教学的重视，当务之急是完善教学

质量评价工具。课题组对高校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继续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研究制定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

诊断工具，多维度考评教学规范、教学运行、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改革与研

究、教学获奖、育人成效等教学工作实绩。 

二是进一步提高教学业绩和教书育人实效在薪资结构、绩效分配、职务

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避免“重数量轻质量”。 

三是制定符合校情的奖惩机制，加大对教学质量高的教师的奖励力度，建

立退出机制，对教学质量欠佳的教师进行提醒、培训和帮扶。 

四是关注教师成长规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引导教师处理好科研与教

学的关系、站稳讲台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五是提高现代学校管理水平，为教师潜心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的环境。以

人为本，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

督权，多渠道增强教师对学校的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提高管理水平，简化行

政事务，使教师能够更加安心地教书育人。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年 6月 27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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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本科跨学科教育改革初探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 2020—2021年相继成立两所跨学科本科生学院，以便

提供更方便、灵活、系统的本科生跨学科教育。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改革不仅在

本科教育阶段给跨学科以名分，将跨学科教育提升到与专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

位，重点还体现在组织管理上独立建院，进一步整合所有改革要素，实现教育

成效增值。 

跨学科教育的基础：跨学科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向对开辟新领域和

建立新范式的研究深感兴趣。除了科学、工程和医学，还大力鼓励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法律和商业领域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这类研究本身就很重要，另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可以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汇聚不同方法的力量应对新加坡

面临的重要问题。 

跨学科教育的学段。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跨学科教育改革是倾向早跨：通

用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所必需的沟通、对话、联系、合作等能力与素质

越早培养越好。跨学科人才培养下移到本科生阶段，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发

生重大变化。 

跨学科教育的建制。跨学科教育的形式多样，一般采取双学位、联合学

位、跨学科辅修、联合课程、寄宿制等方式，有条件的一流大学则直接设置跨

学科专业。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举措有：开发跨学科的学习项目、设计多学科

融合的课程体系、实施跨学科的朋辈导师计划。 

跨学科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跨学科教育主要通过共同课程加以实施。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跨学科教育改革，目前是将偏向通识教育的人文与理

学院和偏向应用教育的设计与工程学院拿出来进行试验。在未来，并非所有

学科都将合并、融合成跨学科，并获得建制。 

来源：教育部学位中心（2022年 7月 12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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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大学实行“三学期制” 

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陆续实行三学期制，时间大致在每年 6月下旬至 7

月下旬，利用 3-5个教学周，组织开展小学期教学活动。 

三学期制，具体到各高校，这个制度的具体实施也各有不用。上海大

学、广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除了学期的设置不同外，小学期的教学内容也

有不同。 

三学期制，带来很多好处。在武汉大学，能给学生开拓其国际视野，让

学生拥有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更好地安排创新创业教育；广西大学，在长

学期集中安排专业核心课程，在短学期集中学习其他课程和实习等。 

三学期制也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课程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三学期制的小学期短期内集中教学不仅会给学生带来学习压力，对任课

教师来说也不轻松。在短期课程的考试中，或许可以更注重考查知识技能综合

应用，减少对记忆的考查。教师也可以通过调整学习时间来解决学生课内外学

业压力大的问题。 

来源：高教方略 EDU（2022年 7月 26日）                    阅读原文： 

 

 

 

众多火出圈的高校科研食品，为农学专业刷了一波存在感。 

高校科研食品为什么火了？一是科学技术背书，食品更靠谱；二是食品包

装反差“萌”；三是学生归属感的载体。 

“学霸”光环下，科研美食如何走得更远？一是注重科研成果转化。要打

通高校科技创新与企业需要之间的“藩篱”，把科技成果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进

行对接，改变科技创新主体之间的“各自为政”。二是注重农产品的创新。三

是注重农学专业的发展。 

来源： 农视网（2022 年 8月 3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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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63.com/dy/media/T1488765419681.html
https://c.m.163.com/news/a/HDRFASRL0511DJHA.html?from=wap_redirect&spss=adap_pc&referFrom=
https://mp.weixin.qq.com/s/eHbRoeMp-KSiZVlFbrttCg


 

6月 24日，山西农业大学揭牌成立了全国首家乡村人才振兴学院。 

7月 19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 2022“软科世界一流学科

排名”。 

7月 19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全国首个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研

究中心。 

7月 20日，岳麓山实验室和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揭牌，首期计划投

入 100亿。 

7月 21日，青岛科技大学与山东亘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7.7亿元合

作项目，此项目是目前为止山东省单笔最高金额的校企合作项目。 

7月 25日，教育部学位中心召开会议，透露第五轮学科评估已顺利完成。 

7月 25日，同济大学成立国豪书院，探索国际顶尖人才培养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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