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专业调整如何利于人才培养

我国高校专业近年来调整非常频繁。那么，专业对高校来说到底意味着什

么？学校调整专业的依据是什么？怎样调整专业才更有利于我国“百年树人”大

计？

■本报记者 孙琛辉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11年度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本次公

布的高校新设置或调整的 1850个本科专业，可自 2012年开始招生，同意撤销的

32个本科专业的在校学生要按原培养方案培养至毕业，并保证教学质量。

在审批同意设置的高校专业名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高校本科专业目

录》之外设置的新专业，包括北京大学的“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北京交通大

学的“物联网工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孟加拉语”等。

我国高校专业近年来调整非常频繁。那么，专业对高校来说到底意味着什

么？学校调整专业的依据是什么？怎样调整专业才更有利于我国“百年树人”大

计？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高校管理人员、高教研究专家。

社会需求决定专业增减

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介绍，在新设置专业时，高

校需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并向教育部申报，而撤销专业则由学校自主决定，只需

在教育部备案。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规定，高校设置和调整专业必须具备四个要

求：符合经学校主管部门批准的学校发展规划，有人才需求论证报告，年招生规

模一般不少于 60人；有专业建设规划、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教学计划和其他必

需的教学文件；能配备完成该专业教学计划所必需的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

一般应有已设相关专业为依托；具备必需的开办经费和教室、实验室及仪器设备、

图书资料、实习场所等办学基本条件。

这些统一的、一般的要求，是构建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质量标准的基础。

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介绍，高校决定新增专业，除了考虑教育部要求的标

准，重要的就是看社会需要，也就是所增加专业的就业前景。

社会职业需求的增长，已成为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越来越重要的趋势之



一。今年新设专业中，“物联网工程”成为出现最多的字眼，是最热的专业，共

有北京交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 80所高校开设此专业。

据悉，2010年初，教育部下达了高校设置物联网专业申报通知，众多高校

争相申报，当年有东北大学、天津大学等 33所高校招生，且多为重点高校。

社会需求的减少，无疑也是高校撤销专业的重要因素。一些高校在调整专业

时，首先会从生源上来看，也就是看招生情况是否乐观，其次还有就业率、学科

水平等。对总分排名居后的专业，往往实施暂停专业或减少招生计划等措施。

教育主管部门也将社会需求作为高校专业调整的重要依据。2011年，教育

部发文提出，我国将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

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 60%的专业，

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止招生。

学校学生共同面对专业凉热

一位高三学生家长对记者表示，在为孩子填报高考志愿时，首先会考虑专业

及其就业前景。

尽管每所高校都会依据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水平、师资队伍等情况进行专业

调整，但也有教育学者指出部分高校增设专业存在不够理性的情况。

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指出，去年上海市发布预警的 18个就业率低的专业

中，有不少就是当年因为就业好而热门、大家一哄而上的。

厦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也提到，一些大学

为了扩张规模、吸引更多生源，会新增一些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如果获批专业

数量不多，还会在专业下增设新的培养方向。

“比如历史专业尽管不热门，但在下面设一个热门的旅游方向，就把学生圈

进来了。”陈武元介绍，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学校会利用专业名称吸引生源。

在陈武元看来，大学调整专业除了考察社会需求，一定要特别注意学校的师

资水平。“师资力量是最主要的，应根据教师的情况设专业，或者根据学校今后

发展的专业计划不断引进人才，通过引进教师完善师资力量。否则任意设专业是

一个灾难。”

卢晓东指出，目前教育部对大学内部设置的管辖对象是专业，而不是系和研

究所。要有效改革我国现行对专业管理的规定，首先必须转变对专业内涵的理解



和认识。

我国高校“专业”这一概念带有很强的实体意味，同一专业的学生组成班集

体，教师按照专业名组成教研室，经费、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乃

至实习场所等都与专业挂钩。

学生一入大学就要明确专业，而“转专业”成为大学学籍管理中一项非常困

难的工作。专业合并或调整时，专业背后的实体存在也都要合并调整，常因牵涉

各方利益而非常困难。

在卢晓东看来，专业仅是课程的组织形式，因此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时，可以

学习各专业学生都必修的公共课程或核心课程，到二年级开始学习具有特征的课

程时才确定专业。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大学正逐步将传统的以系和教研室为基础的本科教学体

系转变为基于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从“举办专业”转向“提供课程群”。

2001年成立的北大元培学院即实行低年级不分专业，按文理两大类招生，

学生在对北大的学科状况进一步了解后，再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志趣

在全校范围自主选择专业。

学科交叉拓展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高校在设置专业时，依据 1998 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该目录将本科教育的学科门类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

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 11大门类（军事类由军队院校

管理部门单独制定），学校不能跨学科门类设置专业。

卢晓东建议在学科目录中间增加一个跨学科类。“跨学科专业必须有一个容

纳的地方，因为跨学科的组合是无限的。”

卢晓东说，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新职业不断产生，旧职业不断消亡。

如过去 20年间，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原来举足轻重的电报销声匿迹了；寻呼

机从无到有，又从巅峰迅速消失；计算机杀毒、网络搜索、电子商务则迅猛发展、

方兴未艾。一些夕阳产业的从业者，如果没有宽广的眼界和深厚的知识储备，将

较难应对这种巨变，有可能落伍甚至失业。

因此，卢晓东认为，专业设置不能过细过窄，否则学生将因知识结构狭窄难

以适应行业和职业变化。



在今年新增的本科专业中，北大的“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格外引人注目。

卢晓东介绍，这是北大元培学院与外国语学院、历史系联合设立的跨学科专业，

从筹建到申报获批花了 4年。

目前，该专业已进行招生宣传，今年在北大三个学院内部招生，外语专业一、

二年级可以选择该专业，历史系只有一年级可以选择该专业，元培学院学生只有

一年级可以选择该专业。很多同学对该专业表示了极大兴趣。

如果师资水平不变，教师队伍不变，仅仅靠换一个专业名称能否带来学科设

置的良性发展？“从某种角度来讲，它会有特别的发展，这体现了管理改革的力

量。”在卢晓东看来，教学思路和组织模式的变革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

陈武元认为，我们虽然是以专业来建构知识结构，但解决社会现象和自然科

学的问题需要综合性知识；专业表明一个学生具有某方面知识基础，但不能表明

其所有能力。“学生应该培养多维思考问题的能力，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但这

不是一个专业或一个学生在大学期间教育就能够完成的，我们不能对大学太苛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