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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回顾了大类招生改革的背景，然后给出了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其次，给出

了关于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新的建议和其优点。最后，基于钱学森大成教育给出了学制改革的建议，以

及实施相关教育改革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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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recruitment by category, and then gives 
the problems that recruitment by category and specialty division need to face and solve. Secondly, 
new suggestions and advantages about recruitment by category and division of specialties are 
given. Finally, based on Qian Xuesen’s adult education, 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school system and the steps to carry out the related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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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大类招生改革现状 

在我国，大类招生源自 2001 年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试点文理两个大类招生；一年后，在全校

范围推行大类招生。这一改革打破了 1952 年院系调整以来高校按专业招生和培养的传统模式。同时，国

内高校大类招生越来越走向“小类招生”。如清华大学分 16 个大类招生[1]。现在到了放开大类招生、逐

步建立本科生院，使得大学教育变为“一盘棋”的时候[2]。同时，大类招生也暴露了诸多问题，存在现

实困境[3]。谭颖芳和张悦通过研究，指出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大类招生与培养改革，遵循学科发展逻辑、

重构大类培养方案，遵从人才培养逻辑、全面服务学生发展，遵行教育治理逻辑、有效构建协同机制[4]。 

1.2. 大类招生改革的原因 

国内高校采取大类招生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高中阶段缺少通识教育和生涯规划教育，学生

对大学专业之间的差别缺少认知，难以较为正确、高效地作出专业选择。改革背后，是学生专业选择、

通识教育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等矛盾白热化的交锋。而这一切，均有赖于入口端打破按专业招生的限

制[1]。 

1.3. 大类招生的优缺点 

大类招生优点是选择一个类别，就可以获得几十个专业的选择权；缺点是有的学校不仅把冷热门专

业打包，同时甚至把类型不接近的专业也捆绑在一起，导致考生、家长无法接受[1]。 

2. 需要解决的问题及问题背景 

2.1. 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的要求 

随着社会信息化、万物互联、生态文明的到来，对人的通识素养和学习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对人的

通识素养和学习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意味着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 

2.2. 对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 

当前，由于大学生主要是专业出身，主要注重理论学习。很少有大学生懂技术，或者具备熟练的技

能。虽然大学生毕业人数很多，却无法胜任企业的技术用人需求。 

2.3. 专业选择的困难 

高中学生缺乏专业认知，无法有效完成自己专业选择。所以，高中生选专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因此，需要在大学阶段，完成专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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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会分工和分层的需要 

社会需要根据每个人的特长进行分工和分层。当前，部分大学生实际上无法有效完成专业学习，但

是可能擅长技术。但是，我们没有提供或者很少能够提供专业技术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只要学生考上大

学，最后只有从事专业理论学习一条路。 

2.5. 社会分层的时间 

当前，规定初中中考之后，有一半的学生无法继续上高中。网络上的反应集中在学生分层时间年龄

太小，不仅不适合学生成长，也不利于人才的后续选拔。 

2.6. 冷门专业的困境 

任何一个学校，都存在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如果，一个学校的学生全部追捧热门专业，必然导致

冷门专业更加冷淡，甚至可能处于撤销的边缘。大类招生及其分流必然导致上述现象。同时，即使一个

学校的某个专业再冷，放到全省乃至全国大学范围内，也有学生愿意进入学习和深造，但是这个所谓冷

门专业的就没有招收校外学生的权力。这就是冷门专业的困境。 

2.7. 一考定终身 

由于只要学生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已经打开了大学的大门，俗称一考定终身。因此，部

分学生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动力，容易沉迷。因此，考上大学之后，也要有足够的动力来源激励大学生

认真刻苦的学习。 

3. 关于大类招生的新的建议、优缺点和可行性 

3.1. 关于大类招生的新的建议 

大类招生在专业分流时候，最极致的方法就是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全校任选专业。比如上海大学等大

学就尝试过这种做法。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众多困难。 
笔者提出更进一步的做法，即将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开考虑。将校内的专业分流考试的适用

范围扩展到高校联盟，乃至全省和全国。在高校联盟、全省或者全国范围内组织统一性专业分流考试。

考生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将考生分为几个批次，分别可以在院内或者全校或者跨校或者省内或者跨省或

者全国范围内进行专业选择。这是第一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 
采用上述方法，需要处理大量的学生学籍转进转出的工作。当然，也可以将学籍保留在负责通识教

育的学校内，并到新的负责专业教育的学校办理临时学习档案。培养方式是负责通识教育的学校和负责

专业教育的学校联合培养。学生毕业的时候，颁发联合培养证书。 
另外，文献[3]指出新生经过大类培养后 34.38%的学生拟分流专业与高考填报志愿时的心仪专业不一

致。学生重新选择专业的因素前三位分别为自身兴趣(56.9%)、专业就业率(52.87%)、成绩结果(39.92%)，
与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专业的主要因素(自身兴趣 77.86%、专业就业率 51.17%、家人建议 36.48%)产生较

大差别。学生对自己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学习成绩)，更加偏重自己的选择而非听取家人建议，选择更加

理性。因此，笔者建议增加或者扩大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和范围，建议可以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完全

分开，建立专门的学校。对于擅长通识教育的高校，就建立通识类型高校；对于擅长专业教育的高校，

就建立专业类型高校。同时，建立技术类型的高校。学生满足通识教育条件，就颁发通识教育毕业证书。

学生毕业以后，希望继续攻读后续学位的，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是报考专业类型的高校，另一条路是

报考技术类型的高校。学生满足专业教育条件，就颁发专业教育毕业证书；学生满足技术教育条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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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技术教育毕业证书。上述方法可以简称二考定终身制度或者简称为通识定终身制度。这是笔者给出

的第二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 
同时，实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完全分开的方法，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大本科通识教育规

模，不但提高了学生的素养，而且不影响专业教育。同时，实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完全分开的方法，

不仅可以有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通识教育，而且为专业教育提供了大量的后续人才储备和生源储备。

2019 年 2 月，我国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5]。扩大本科通识教

育，不仅可以直接为上不了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提供教育机会，也为这些学生将来的终身学习打下更加牢

固的基础。 
总之，对于通识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大类招生，必要时候辅以小类招生；对于专业教育和

技术教育而言，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直接根据专业招生。 

3.2. 新的建议的优点 

3.2.1. 满足社会发展对公民基本素质的要求 
随着社会信息化、万物互联、生态文明的到来，对人的通识素养和学习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普及和

推广通识教育，不仅使得从事专业理论学习的大学生的基本能力得到提高，而且可以推广到更多的学生

中去，从而提高公民基本素养。 

3.2.2. 满足大量技术人才的需求 
根据第二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增加了本科生从事技术的机会和选择权。网络曾经报

道，一个大学生放弃北大转入技校。这一事实，说明了还是有一些学生甚至是一部分学生愿意从事技术

工作。有大量的本科生流向从事技术教育的学校，必然将大量满足企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3.2.3. 有助于专业选择和创新 
由于高中学生缺乏专业认知，无法有效完成自己专业选择。所以，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在学习专业

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选择专业。第一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方法是在大类招生基础上直

接扩展而来，所以和大类招生一样，在扩大学生选择专业的同时，也降低了分流对冷门专业的冲击，但

是也为后续的转专业操作带来了一些麻烦。第二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不仅扩大了学生的专业选

择面和学校的生源选择面，还完全避开了冷门和热门等等之间的各种冲突。通过通识考核，进入后续的

专业理论学习，也可以进一步降低专业错配的程度。 
同时通识教育有助于创新。通过通识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能力[6]。跨学科是创新性人才培

养的途径。因此，要重视通识教育。 

3.2.4. 有助于社会分工和分层的需要 
第一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强化社会分工，使得专业的人更加专业。第二

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在促进社会分工的同时，更加促进了社会分层。另外，一个学生在学

生时代具有一定的可塑性，需要进一步的引导，不合适过早的分层。同时，不过早的分层和分流，也满

足了大众的期望。 

3.2.5. 破除冷门专业的困境 
对于冷门专业，第一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和第二种方法都是不仅扩展了生源，而且增

加了学生的选择专业的权力，只是扩展的程度不同。相比于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更加扩大了专业

的生源数和学生的选择专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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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激发大学生学习动力 
大类招生和转专业环节的设计，可以激励学生认真学习，以获得选择更好专业的机会。但是，由于

转专业时候没有淘汰率，大学生如果不选择转专业，那么实际上并没有继续后续学习专业知识的压力。

对于第二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通过对通识教育的考察确定后续专业的学习，激发大学生

内在学习动力，可以避开上述问题。 

3.2.7. 二考定终身的合理性和有利于人才选拔 
相对于高考而言，通识考察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和后续发展潜力通识，通识教育被视作让一

个人走得更深、更远的教育[1]。因此，二考定终身，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同时，由于通识教育代表着一个学生的基本素养和发展潜力，通过通识教育的考核，有助于人才甄

别和人才选拔。 

3.2.8. 弱化高考改革阻力 
如果，实施第一种或者第二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必然导致高考重要性的降低。特别

是实施第二种方法，更是削弱高考的重要性。随着高考重要性的弱化，高考改革遇到的各种阻力，也将

随之迎刃而解。 

3.2.9. 利于高校的教育质量的提升 
通过对通识教育的最终考察，有利于学校之间的评比，从而有利于评估高校的实际教学质量和学生

质量，即有利于考察高校教育质量。 

3.3. 新的建议的可行性 

一方面，由于新的建议存在上述的优点，满足专业分流等实际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高考、硕士考

试和专升本等大型考试和录取工作，已经非常成熟。因此，新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4. 学制改革 

钱学森先生在研究大成智慧教育时候，提出设想，即 4 岁入学，18 岁硕士毕业[7]。不仅人人都要上

大学，而且需要学完硕士。大成教育大致可以作为下面这几段教育： 
1) 8 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 岁到 12 岁，是打基础。 
2) 接着的 5 年(高中加大学)，12 岁到 17 岁，是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 
3) 后 1 年是“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 
笔者，在此基础上，给出两种改进。第一种改进为： 
1) 8 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 岁到 12 岁，是打基础。 
2) 接着的 2 年高中，13 岁到 14 岁，参加高考。 
3) 接着是 2 年大学通识教育，15 岁到 16 岁，参加专业分流考试。 
4) 接着是 2 年大学专业教育，17 岁到 18 岁，参加硕士招生考试。 
5) 接着是，3 年学硕教育，19 岁到 21 岁，写出硕士毕业论文，参加博士招生面试。 
6) 最后，3 年学位性博士教育，22 岁到 24 岁，写出博士毕业论文。 
第二种改进为： 
1) 8 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 岁到 12 岁，是打基础。 
2) 接着的 2 年高中，13 岁到 14 岁，参加高考。 
3) 接着是 2 年大学通识教育，15 岁到 16 岁，参加专业分流和技术分流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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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着是 2 年大学技术教育，17 岁到 18 岁，参加硕士招生考试。 
5) 接着是，3 年专硕教育，19 岁到 21 岁，完成硕士作品(或者产品)，参加博士招生面试。 
6) 最后，3 年专业学位博士教育，22 岁到 24 岁，完成博士作品(或者产品)。 
对于专业性硕士和博士，应该以考察技术能力为主，而不是以论文为主进行考察。考察技术能力，

除了现场操作外，还要有现场产品作为例证。另外，对于专业性硕士和博士，高校应该聘用高级技工等

为师资，为其展开相关培养。 

5. 教育改革实施的步骤 

一般的大类招生和小类招生，已经实施多年。无需进一步实验。可以实施第一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

育分离的方法。然后在实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实施第二种通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 

6. 总结 

讨论了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然后给出了关于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新的建议。

建议分为两种，第一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主要是大类招生、联合培养机制；第二种通识教

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是指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完全分离，以通识教育考察为基础，直接根据专业招

生。随后，给出了两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的优点。随后，基于钱学森大成教育给出了两种

学制改革的建议，建议包含针对专业理论学习的学制和针对专业技术培养的学制。最后，给出实施相关

教育改革的步骤。教育改革的步骤是在实施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总结经验，继续实施第二种通识

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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