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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着学着成了“关门弟子”
化解“小小孩”托育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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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今年，1670个不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被集
体撤销。

记者今年在多个论坛中
发现，本科专业如何满足市
场需求的话题成为教育界讨
论的热点。前不久，在重庆
举办的第62 届中国高等教
育博览会上，多所高校的教
育工作者直言，需抓紧解决
专业适配性问题，以本科专
业布局为抓手，加速调整其
与市场的供需关系。

站在地方高校的维度，
西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杨俊
辉颇有感受。地方高校与当
地的支持和发展紧密相关，
需要依托区域行业特色和优

势，提供匹配度高、适应性
强的人才，但如今却面临诸
多挑战。具体来说，在专业
设计方面普遍存在培养方案
陈旧化和同质化，结构不
优、适应度低、动态调整滞
后等问题。

近年来，杨俊辉每每走
进教室课堂听课，总会发现
学生抬头率低，对教师讲课
的内容聚焦度低，“区域教
育资源整合不够，教育理念
相对滞后，教学方式单一等
问题制约着地方高校发展”。

今年，在教育部的多份
文件中，专业调整的动作越
来越大，指向性越来越明
显。

今年3月底，教育部还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
作的通知》。其中一大明显
变化在于，《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
《专业目录》） 要每年更
新。高校本科招生专业要按
照新公布的《专业目录》执
行。而此前，《专业目录》
更新时间间隔较长。此外，
通知强调，连续5年停止招
生且无在校学生的专业，原
则上应予撤销。

教育部前不久印发的
《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通知》明确提出了与就业相

关的“红黄牌提示制度”，
即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
化，主动布局新兴学科专
业，扩大急需紧缺学科专业
布点，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
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

“提高本科专业建设与
国家战略急需的适配度，对
于文科来说，也感受到压
力。”多年担任全国新文科
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室执行主
任的申树欣认为，未来推进
文科教育的着力点在于，人
才培养能否与国家战略需求
形成适配。未来，她希望推
动文科教育“脱虚向实”，培
养实战型人才，创新体制机
制从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治理专业不适配的问题越来越迫切22

当“靴子”落地，本科
专业布点被撤销，这无疑给
任课教师带来不小震动。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副教授孙利军和他的同
事们已经提前经历过一次本
科专业布点撤销的完整周
期。2021 年，教育部公布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根
据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
指导委员会评议结果，撤销
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出版学的
本科专业布点。

作为编辑出版学的任课
教师，孙利军见证了一个专
业“由热变冷”的完整过
程。2003 年左右，随着出
版行业蓬勃发展，各大出版
社争相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招
录应届毕业生。彼时，仅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家出版
社就能吸纳50 多位相关专
业的毕业生。“出版社迎来
了大发展，该专业学生也有

了很多求职就业的机会。”
当出版行业对人才专业

化、复合化要求越来越高，编
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应聘编
辑岗位变得越来越难。“法律
编辑需要具备法律知识，经
济学编辑需要懂经济学。如
果学生只是掌握编辑出版专
业知识，没有相关编辑岗位
学科背景，那么很难满足出
版社的用人需求。”孙利军和
同事们发现，编辑出版学的
办学思路需要调整。

今年11月中旬，2024年
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交流
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会
议提出，要贯彻落实《关于
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
的实施意见》，加强出版专
业和学位点建设，推动共建
高校积极设立出版硕士和博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优化设
置出版相关专业和研究方
向。

“市场对该专业人才的

需求从未消失。”孙利军把
该本科专业布点的撤销看作
是一次专业的调整优化，这
并不意味着该专业的彻底消
失。如今，孙利军正在参与
学校出版学科专业的硕博士
招生筹备工作。根据政策和
市场需求，未来学校要培养
大批拔尖出版学术人才和优
秀出版实践人才。

“现在的办学吸取了之
前的经验教训，在培养思路
上更符合社会的需求。‘暂
停’招收本科生实际上给了
该专业一个思考和调整的过
程。”孙利军说。

多所高校在撤销本科专
业布点的改革浪潮中，正不
断调整、优化、创新培养方
案。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课
程项目化、数字化、综合化
的改革正在进行，改变传统
知识教授方式，用项目形式
串联起课程内容，打通不同
课程的知识点。刘海波提

到，撤销本科专业布点后，
部分教师会转岗教授相近专
业的新课程。但从整体的专
业布局调整来看，“对教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来
了更多的挑战”。

在黄河科技学院这所民
办学校里，一套数字化平台
被开发出来，可以支持课程
体系、课程评价等内容建
设，以市场专业人才需求的
反馈为引导，协助新版教学
的展开。“如果全靠老师去
全面实施（新版教学）难度
非常大。”黄河科技学院执
行董事、副校长杨保成说。

在一场论坛上，西南交
通大学原副校长、现任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冯晓
云提到，从2015年起，西南
交通大学在探索跨学科建设
的 过 程 中 不 断 淘 汰 “ 水
课”，大规模开设跨学科的
专业课程。

一场本科专业的“暂停”与“复盘”33

今年，多所高校陆续宣布拟撤销本科专
业布点，如四川大学拟撤销音乐学、表演、动
画、保险学、广播电视学等31个本科专业布
点；兰州大学拟撤销药物制剂、中药学、教育
学3个本科专业布点；重庆交通大学拟撤销
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3个本科专业布点……

高校本科专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洗
牌”。9月2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
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
部长吴岩表示，12年来，新增本科专业布点
数2.1万个，撤销或停招不适合经济社会发
展的专业布点数1.2万个。教育部开展了一
场数量足够多、力度足够大的学科专业结构
调整。今年共增设国家战略急需专业布点
1673个，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
布点1670个。

近日，北京市首家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朝阳区
八里庄街道开张。这个拥有近3000平方米空间的
托育中心专门招收附近0-3岁的“小小孩”，提供
114个托位，设有全日托托大班、托小班、乳儿班
等，满足周边群众多样化托育需求。

“谁来带娃”是当下不少年轻人焦虑的问题。
2023年，北京发布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
案提到，到2025年，北京托育服务政策法规体系
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托育服务供给体
系基本建成。

该托育中心负责人田捷说，托育中心设有营养
膳食研究中心、托育产品研发中心、托育人员培训
中心、养育人心理咨询室、托小班实训教室、托育
公共图书馆、智慧品质监控中心、医育结合中心
等，为小小孩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培养孩子的各项
能力，助力其全面成长。“我们在全天的课程体系
中安排了各类活动，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社会
性、专注力等。”

田捷介绍，目前，北京市明确，按照实际收托
婴幼儿数，向普惠托育机构发放每月每人1000元补
助和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5元租金补助，减轻家长
负担。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日，浙江宁波一所小学内开展了一堂不一样
的烹饪课。孩子们有条不紊地洗菜、切菜、备菜、
添柴，随着一声吆喝，特色美食被陆续端上桌。据
了解，该小学的每一道美食都出自最原始的土灶，
目前学校已经连续5年举办土灶美食活动，学生们
总说：“土灶保存下来的记忆就像美食一样回味无
穷。”

来源：中国青年报

各地化解“托育”难。 （网络图）

一小学连续5年
举办土灶烹饪活动

浙江

学着学着成了“关门弟子”11

以产业为导向的专业布局新态势44

得知所读专业将被撤销后，成了“关门弟子”
的余明自嘲从此“没有考研压力，只有生存压力”。
他打算利用即将到来的寒假时间多去企业实习，把
策划案写作等课堂知识用到实践中，不断打磨技
能，为就业做好充足准备。

同样在重庆一所高校就读的大三学生张丹（化
名）也得知了自己所学的广播电视学专业将被撤销的
消息。她发现虽未有官方文件出台，但是学院官网
上已经找不到该专业介绍。她细细对照过新一届本
科生的课表，发现课表中新增了不少与智能传播相
关的课程。张丹和同学们感觉：学院的专业调整还
处于过渡状态。

在采访中，不止一位在其他高校就读的学生告
诉记者，尽管自己所读专业并未被撤销，但是与其
他专业合并重组改名后，继续招生。

针对近年本科专业调整的大动作，全国新文科
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室执行主任、山东大学本科生院
副院长申树欣在一个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从
专业调整的规模幅度和速度来看，文科专业一直动
作明显。近年来，文科撤销专业的数量逐步增加，
部分学校撤销了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等专业，
新增了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在推动新文科建设过
程中，增加专业的同时，也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专
业进行撤销或者停招。”

今年 2 月，教育部在其官网发布 《关于公布
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
通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专业增
设、撤销、调整共涉及3389 个专业点，新增 1673
个、撤销1670个。工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门
类的专业点增加数量位居前三，管理学、艺术学等
学科门类的专业点数量相对减少。从学科门类看，
工学所涉专业点数量最多，有1322个，占比39%，
这与工学作为第一大学科门类的基本情况相呼应；
从区域布局看，涉及中西部高校的专业点有 1802
个，占比 53.17%。专业结构和区域布局进一步优
化，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更趋理性。

今年，在北京一所高校
的招聘会上，一家新能源研
发公司的招聘人员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目前公司
正在加大固态电池的研发力
度，更倾向于寻找实践能力
强并取得成果的硕博毕业
生，便于入职后能快速上
手。另一家从事勘测设计的
研究院招聘人员多年参加校
园招聘。该人员告诉记者，
近两年公司将人工智能作为
核心战略方向，对学生的能
力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如产
品经理岗位的招聘中增加了
对人工智能知识的考察。

“要改参观实习为实战
实习，真刀真枪练，让学生
深入体验、服务企业。”湖
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彭育园
介绍，在产教融合方面，湖

北工业大学加强产业学院建
设，拓展产教融合途径，完
善产教融合机制。如今湖北
工业大学已建成多个产业学
院，包括芯片、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艺
术产业学院等；“沃德班”

“敏实班”等校企合作班也
相继成立。

在课堂上，如何将专业
与产业相结合？广州医科大
学金域检验学院副院长邓小
燕给出的思考是，首先要把
专业标准和职业标准进行

“对标”统一，产业老师与
高校老师共同围绕产业需
求、行业需求来撰写教学大
纲。具体的做法是，把企业
老师引到传统课程里面，围
绕行业工作路径，让现实问
题复现到课程中，打破教材

固化的知识体系，结合临床
工作的路径进行重新整合。

人才、项目、产业等成
为本科专业布局趋势里的关
键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
斗政策法规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杨君琳多年来从事多项重
大课题研究。在“北斗工
程”中，杨君琳见证了不少
年轻人的成长成才。“把青
年人才苗子放在艰苦条件和
复杂环境中，放到处置突发
事件和执行急难险重的任务
中，去唱主角、挑大梁、经
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
才干、磨炼意志、锤炼作
风。”

而要培养出肩挑担子的
年轻人，杨君琳认为随着科
技的创新突破，多学科的交
叉融合越来越重要，这对培

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提出了
更高要求。

以“北斗工程”为例，
杨君琳认为，在项目中通过
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创新竞
赛等活动，为融合型科技人
才构建交流平台，推动政产
学研深度融合，共同培养能
解决关键难题的高水平复合
型人才。

今年，“一破一立”“一
撤一增”，一大批本科专业
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高校
教育的人才培养格局正在加
速调整。

即将步入2025年，《普
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
整优化改革方案》的目标如
今已近在眼前。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