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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向“学习范式”转型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学习范式”建立在对

“学习”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认为大学的使命是产生学习，学生是大学的主体，学生学习是教学

过程的中心。“学习范式”强调本科教育的整体性变革，与“传授范式”相比，两者在理论假设、使
命目的、教学结构、教学方法、教师角色、评价标准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中国要建设一流的本

科教育，必须向“学习范式”转型，使学生“学会学习”和“教会学生学习”成为提升中国大学本科教

育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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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生为中心”最初是作为教育方法领域的概

念为杜威理论所支持，后经过卡尔·罗杰斯的发展

成为一种学习理论。２０世纪后半叶，随着建构主义

理论的兴起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

迅猛发展，“以学生为中心”不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

法，一种学习理论，而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转型的重要

范式———学习 范 式。美 国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专 家 巴 尔

（Ｒ．Ｂ．Ｂａｒｒ）和塔戈（Ｊ．Ｔａｇｇ）指出，２０世纪初，高等

教育正在经历一场从“教”到“学”的范式转型，无论

是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还是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

认证，学生学习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挑战了我

们对教学的传统看法。［１］英国学者拉斯特（Ｃ．Ｒｕｓｔ）
也表示，“有一种范式的转移，从关注‘教’转向关注

‘学’，超出了修辞学的意义，更加关注技能的发展，
尤其是通识、可迁移的技能”［２］。

一、“学习范式”的内涵

目前，“学 习 范 式”（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 内 涵

还没有清晰、准 确 的 定 义，在 研 究 文 献 中 也 名 称 各

异，如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学 习”（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Ｌ）、“以学生为中心”（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ｎｅｓｓ，ＳＣ）、“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的 教 学”（ｌｅａｒｎｅｒ－ｃｅｎ－
ｔｅｒ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等。欧 洲 学 生 联 合 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ＥＳＵ）使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概念，认为“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习”既是高等教育机

构的一种理念和文化，也是为建构主义理论所支持

的一种学习方法。它通过教师革新教学方法，促进

学生在与教师和同伴的积极互动中进行学习，把学

生看作是学习过程的主体，对自己的学习负责，着力

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反思

能力。［３］赵炬明教授则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提法

更为准确，并指出了ＳＣ模式的三个基本特征，即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

中心。［４］以 学 生 为 中 心 不 是 指 教 师 和 学 生 角 色、身

份、地位的高低之分，而是指教学理念、管理理念、服
务理念的转变，教学方法、评价手段的转变。教学的

目的、任务不在“教”，而在“学”。［５］贺武华教授使用

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概念，认为学习者的内涵更

为丰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两大基本内涵是以学生

为主体和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６］上述概念名称的

不同，反映了学者们对该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和不

同侧重，但不论名称如何，对“学生、学习、学习过程

和效果”的强调是学者们的共识。
本文使用 了 巴 尔 和 塔 戈 提 出 的“学 习 范 式”概

念。“学习范式”与传统的“传授范式”相对应，旨在

推动大学教师从传授知识向让学生自己发现和创造

知识转变。［７］首先，“学习范式”是建立在对“学习”重

新认识基础上的。当今时代，随着知识观的转变，心
理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学习内涵已经得到了极大

的丰富和拓展。新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和发展是

共生的，学习是一种综合、整体的转化活动，是涵盖

个人认知、技能、价值观和态度的全面学 习。［８］学 习

不仅是知识习得更是知识创造，是学习主体在与广

义环境的交互中生成经验和创造知识。［９］各种教室

内外与校园 内 外 的 经 验，都 有 助 于 学 生 学 习。［１０］学

习既是过程，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既是手段，同时

也是目的，既 是 个 人 行 为，也 是 集 体 努 力。［１１］其 次，
“学习范式”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大学的主

体，也是学习的主体，大学为了学生而存在，大学的

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学习，学生利益高度优先，大
学的任何行动、计划和决策都应从学生中心的角度

来审视。［１２］过去我们曾将“以学生为中心”视为“以

消费者为中心”，这种提法把学生看作是学习过程中

的消费者，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建立在投入－回报的

基础上，损害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真实要义。真正强

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大学应该把学生看作是学习过

程中的参与者，学习动机应是挑战学生已有的观念

和态度。第三，“学习范式”强调教学过程中“学习”
的中心地位。教育改革必须致力于消解主要依靠教

的体系，回归 主 要 依 靠 学 的 体 系。［１３］教 的 目 的 在 于

引发学，学是最终目的，教是手段，只有学发生了，教
才是有效的教，学没有发生，教就没有发生。应通过

赋予“学”在教学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让学生成为积

极的参与者，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学习范式”强调

从学生的体验和收获出发，革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注
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第四，“学习范式”的转型需要

整体性思维。托马斯·库恩（Ｔ．Ｓ．Ｋｕｈｎ）指出，范

式作为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概念，提供的是一种基于

对世界根本看法的方法论体系而不只是某种具体的

研究方法。［１４］向“学 习 范 式”转 型，犹 如 一 个 生 态 系

统的变革，应以大学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变革为

核心，带动整个大学文化、使命与目标、教学活动、教
学管理、评价体系、资源配置、支持系统方方面面的

变革，甚至是外部环境包括政府政策导向和话语体

系的革新。

二、“学习范式”和“传授范式”的差异

从“传授范式”向“学习范式”转型既是近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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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科学和教育科学发展的共同结果，也是高等教

育应对外部环境挑战、提高质量的急迫诉求。“学习

范式”和“传授范式”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范式，在诸

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１．理论假设

在“传授范式”下，知识被定义成可由教师传授

的内容，教师是学科领域的专家，传授知识的主体，
学生被看作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学习被认为是

知识累积的过程，是吸收越来越多的知识。在“传授

范式”中，教师控制学生的学习行为，认为智力和能

力是稀缺的，学生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

功。而在“学习范式”下，学生被教师看作是学习的

主体，是积极的知识发现者和建构者，课程学习是知

识生成的过程。学习不是累积和线性的，而是观念

网络的编织与交互的过程。学习环境和学习活动都

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掌控自己

的学习，塑造自己的学习路径。“学习范式”认为学

生的能力和才干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促进自我成

功的设计者。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促进每

个学生的进步和成功。

２．使命目的

就大学使命而言，在“传授范式”中，大学的使命

是“提供教 学”，通 过 教 师 将 知 识 传 授 给 学 生，关 注

“教学的生产力”；手段即为目的，大学通过设置各种

学位和课程来维持高质量的教学，当新知识领域出

现时，大学就会提供新的课程。而在“学习范式”中，
大学的使命是“产生学习”，关注“学习生产力”；目的

决定方法，大学努力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创设支持性

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发现和建构知识，成为问题的发

现者和解决者，促进学习质量的提高，让学生获得成

功。
就教学目的而言，在“传授范式”中，教学目的是

教师传递知识，学生吸收和积累知识，教师很少被要

求关注学生学的怎么样，他们认为学习是学生自己

的责任。在“学习范式”中，教学目的是创设支持性

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将信息和先前的知识重构形成

新知识，并去实践它。教师需要了解学生学的怎么

样，帮助学生学习是他们的责任，而且与学到知识相

比，帮助学生获得学习能力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更为

重要。

３．教学结构

“传授范式”的教学结构是离散式的。大学教育

是一系列离散的、不相关的３学分课程教学的集合，
大学学位只是意味着学生花费的时间和积累的学分

而已。教和学相互分离，部分先于整体而存在。“无

论何处，高等教育都是依托３学分课程进行运转的，

大学教师非常习惯这一模式，以致看不到它的局限

性，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１５］大学步调整齐划

一，所有的硬件设施、管理结构和师生日常活动均依

托３学分课程来建构。在“传授范式”下，大学把教

师和课程归属到一个个相互独立、缺乏交流的学术

部门，这些学术部门本应是相互关联的、完成大学使

命的结构性基础，最终却变成了封闭的、自我防御的

堡垒。大学为应对新挑战，必须衍生出更多的离散

机构和课程，形成了强大且刻板化的结构，任何力图

打破常规的学习活动，如合作授课、跨学科课程等最

终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学习范式”的教学结构则是整体性的。大学不

再聚焦手段，如课程和授课等，而是通过聚焦学生学

习成果来整合大学教育的各个环节和部分。大学以

学习成果为导向，设计整合性的教学项目和活动，鼓
励跨学科、跨院系的合作，促进学生投入学习。整体

支配部分，大学学位意味着学生已经具备了毕业所

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学习路

径和方法去实现最终的学习成果，学习时间可根据

学生自身的学习程度，因人而异。无论何时、何地，

采取何种方式，只要达到了符合学位的知识和技能

要求，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在“学习范式”下，课
程和课堂结构有很强的变通性，包括学期、学季、课

堂、实验室等，甚至连班级本身也不再是标准结构，

可以自由选择。总而言之，“学习范式”对于如何组

织学习环境和学习经历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要能

帮助学生获得预期的学习成果，任何学习环境和教

学结构均可尝试。

４．教学方法

“传授范式”中教师主要依赖讲授法，强调对课

程内容的阐释和讲解。虽然教师也会使用团队合作

和讨论等积极的教学方法，但只是作为讲授法的一

种补充。“这些积极教学方法的使用，是教师不经反

思的跨范式借用，是一种教学目的和教学实践的分

离，这些教师并没有接受‘学习范式’的教学理念和

假设，只 是 借 用 了 这 种 范 式 的 教 学 方 法 而 已。”［１６］

“传授范式”的学习环境充满竞争性，奉行个人主义。
“学习范式”主要运用积极的教学方法，如讨论、小组

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虽然也会使用讲授法，

但讲授的目的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作为组织学

生学习的桥梁和纽带，着重对学生的理解进行评论。
“学习范式”的学习环境充满挑战，却又是相互合作、

相互支持的。

·０５·

向“学习范式”转型：本科教育的整体性变革




５．教师角色

在“传授范式”下，大学教师被看作是学科专家，

课程的中心，通过讲授来单向度地传递知识，教师的

角色更像是演员，很少要求对教学进行批判性反思。
教师期望学生自我激励。教学管理模式以直线管理

和独立运行为主，主要服务于教师教学。而在“学习

范式”下，大学教师被看作是学习环境的设计者，更

像是教练和协助者。教师努力去创设支持性环境，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帮助学生设定学习目标，制
定学习计划，与学生互动，关注学生进步，评估学习

成果。教师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求教师不仅精

通学科内容 知 识，还 需 要 掌 握 学 科 教 学 法 的 知 识。
学科教学法知识是学科知识以及关于如何教和学的

知识的综合，只有具备了学科教学法知识，教师才能

够创造支持性的学习环境，通过提出更好的问题、概
念、思想，展示深度学习所需要的挑战性材料，进行

分析综合，促 进 学 习 成 功”［１７］。教 师 需 要 对 教 学 进

行批判性的反思。在教学管理模式上，“学习范式”
更强调团队合作和共同治理，大学所有的人都是教

育者，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６．评价标准

在“传授范式”中，质量评价标准主要基于输入

与资源，大学管理者关注的是入学人数、大学收入、
师资队伍、课程和项目等。教师教学评价也主要从

“教”的层面进行，如评价课程组织是否合理，课程内

容是否适合，课堂准备是否充分，是否尊重学生的问

题等，很少从“学”的层面去进行反思和评价，考试主

要用于了解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度和掌握度。对

此，古斯金（Ａ．Ｇｕｓｋｉｎ）指出：“我们深陷质量的资源

定义中，以致 很 难 面 对 大 学 教 育 的 结 果，学 生 的 学

习。”［１８］而在“学习范式”中，质量评价主要基于学生

的学习成果，关注大学毕业生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

和素养及其继续学习的潜能，关注大学教育环境对

学生学习的影响力。相比输入评价模式，结果评价

模式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学生学习的信息，对大学教

学改进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学习范式”下，教师会

经常评价学生的学习，不仅评价学生对学习内容的

掌握，更重要的是评价学生的学习方法，运用知识的

有效性，通过评价去激发学生的潜能。

三、向“学习范式”转型：发达国家

的实践和中国大学的诉求

向“学习范式”转型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

共同趋势，尽管这种转型仍然在路上，还面临着诸多

的困惑与挑战，但从其对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影响来

看，十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

１．发达国家的实践

２１世纪伊始，欧洲高等教育界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项目和制度，积极推动大学向“学习范式”转型

的实践。１９９９年，欧 盟 启 动 了 博 洛 尼 亚 进 程，要 求

大学必须从学生学习成果的角度来重新思考高等教

育的改革，并推动建立了基于学习成果的学分转换

和累积体 系（ＥＣＴＳ）。２００９年，欧 盟 各 国 教 育 部 长

级会议发布的《鲁汶公报》中正式提出了“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习”和高等教育的教学任务，指出“我们重

申高等教育机构教学任务的重要性和以改善学习成

果为目的的课程改革的必要性。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习方式要求给学习者充分的自由，要求采用新的教

学方法和学习方法，要求建立有效的学习支持和指

导体系”［１９］。同 年，欧 洲 学 生 联 合 会 和 国 际 教 育 协

会（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Ｉ）联 合 启 动 了“教 育

新范式：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项目（Ｔ４ＳＣＬ），旨在

为欧洲大学向“学习范式”转型提供建议、策略和方

法。［２０］２０１３年，欧洲学生联合会又启动了“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 习 的 同 行 评 价 项 目”（ＰＡＳＣＬ），旨 在 构 建

同行评价体系，评估欧洲大学履行“以学生为中心的

学习”的 实 践 成 效，培 育 以 学 习 为 中 心 的 大 学 文

化。［２１］２０１５年，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ＱＡ）重新修订了《欧洲高等教育区质

量保障标准与指导纲要》（ＥＳＧ），修订后的《纲要》强

调了大学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对保障和提升

大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增加了对大学开展“以学生

为中心的学习”的评估力度和要求，对大学的学习项

目设计、学习成果评估开展、学习路径的灵活度、学

生学习投入度、对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度、教学手

段和方法使用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学业支持和指导

情况、师生互动情况、可利用的学习资源等都提出了

更加明确的导向和质量要求。［２２］

美国素来有以学生为中心的传统，在经历过２０
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８０年代的

质量危机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启动了两项旨在提

升大学教育质量的重大改革运动———教学改革运动

和学习成果 评 估 运 动［２３］，直 接 推 动 了 大 学 从“传 授

范式”向“学习范式”的转型。
首先，在学生发展和有效教学研究方面，成果卓

著。一大批著 名 学 者，包 括 阿 斯 汀（Ａ．Ｗ．Ａｓｔｉｎ）、
奇 克 林（Ａ．Ｗ．Ｃｈｉｃｋｅｒｉｎｇ）、乔 治·库 恩（Ｇ．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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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ｈ）、帕斯卡雷拉（Ｅ．Ｔ．Ｐａｓｃａｒｅｌｌａ）、特雷兹尼（Ｐ．
Ｔ．Ｔｅｒｅｎｚｉｎｉ）、博耶、李·舒尔曼（Ｌ．Ｓ．Ｓｈｕｌｍａｎ）等

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他们提出的学生投

入、大学影响、有效教学、教学学术等理论对美国大

学教与学的文化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大学重

新开始关注学生的学习。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美国

高等教育界发布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报告，诸如《投
身学习：发 挥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潜 力》、《重 建 本 科 教

学：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蓝图》、《学习再论：大学聚焦

于学生经验》等，更是直接推动了大学向“学习范式”
转型的实践。

其次，重视学习成果评估和就读经验 调 查。在

美国政府和教育认证组织的推动下，大学积极开展

学习成果评估，并使其成为规划大学课程、教学和开

展评价的基准，成为大学内部质量控制的重要依据。
据统计，美国７５％的大学建立了针对所有本科生的

学习成果评估系统，８０％的大学设立了院校研究所，
以收集学习效果评估资料。［２４］美国高等教育界广泛

开展了全国性的学生就读经验调查，包括“大学生就

读经 验 调 查”（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ＳＥＱ）、“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ＳＳＥ）、“研究型大

学就 读 经 验 调 查”（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ＥＲＵ）等，促进了大学对学习的

关注和对教学的持续改进。大学学习支持体系亦日

渐完备，在 美 国 大 学 学 习 指 导 协 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Ａｄｖｉｓ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ＮＡＣＡＤＡ）的统筹下，
几乎每所大学都设有学习指导中心，拥有专职的学

习咨询队伍，以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三，重视 教 师 专 业 化 发 展，推 进 有 效 教 学 实

践。自１９６２年密歇根大学创建了首个“学习与教学

研究中 心”后，美 国 大 学 纷 纷 成 立 了“教 学 促 进 中

心”、“教学卓越中心”、“教学发展中心”等机构。这

些机构在为 大 学 提 供 高 质 量 的 教 育 培 训 和 教 学 支

持，制定有效教学标准，促进教师革新教学理念、教

学方法，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据统计，从１９８０年末到２０００年，美国大学的讲

授课比重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而合作学习、小组

学习、反思学习、自我评估等学习形式所占比重不断

上升。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全美大学 教 师 调 查 中，８２．
８％的教师报告在全部或大部分课程中使用了讨论

式教学法。［２５］

第四，在教学管理上，重视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学

习自由。一 是 不 断 完 善 选 课 制、学 分 制 和 导 师 制。
一些大学甚至设立个性化专业，允许有特别需要的

学生提出个人的学习计划和课程组合，发展个性化

的专业和学习方向。二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丰富

优质学习资源。无论是 ＭＩＴ和耶鲁提供的优质在

线课程，还是斯坦福大学引领的慕课风潮，都在无形

中促进着大学教学要素的改变，为学生提供了更灵

活、多样化的学习路径。

２．中国大学的诉求

“大学一直是以一种教的范式在运行，是一个提

供教学的机构，然而，今天微妙而又深刻的是，大学

正在向一个新的范式转型，成为一个产生学习的机

构，这改变了大学的所有，‘教会学生学习’和使学生

‘学会学习’正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最响亮的两

大口号。”［２６］从发 达 国 家 的 高 等 教 育 向“学 习 范 式”
转型的实践看，“学习范式”对大学、学生和教师都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大学而言，“学习范式”有利于

重塑大学的教学文化，认同“教学学术”的理念，促进

大学进行持续性的自我改进，不断提升本科教育质

量。对学生而言，“学习范式”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和选择权，满足个性化发展的需要，让每个学

生都能以适合的方式获得学业成功。“学习范式”还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参与度，促进学

生在“传授范式”下很难获得的高阶思维的发展。对

教师而言，“学习范式”有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职业

兴趣，开展有效教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促进专业化

发展。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 印 发 了《统 筹 推 进 世 界 一 流 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推动和实现我国从

高等教育 大 国 到 高 等 教 育 强 国 的 历 史 性 跨 越。在

“双一流”建 设 中，一 流 的 本 科 教 育 是 重 要 的 基 础。
但当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正遭遇着严峻的冲

击，与一流本科教育相距甚远。大学校园中功利主

义、浮躁之风盛行，“重科研、轻教学”严重弱化了大

学的教学地位，“课堂教学虚化”、“有教无学”、“低效

教学”现象比比皆是。输入式的质量评价导向和工

程化思维驱使大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类资源的竞争

和获取上，包括争取各类项目、课题、排名、“帽子”人
才等。大学已经忘记了初心，难以回归大学之道，真
正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在大学本科教学中，“重
教师的教、轻学生的学；重教师的单向讲授、轻师生

双方的互动；重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轻学习的主动建

构；重教学内容、轻教学方法；重课程和课时数量、轻
学生学的质量；重课堂教学、轻课外应用”等一系列

问题正成为 各 学 校 普 遍 面 临 的 窘 境。［２７］因 此，要 建

设一流的本科教育，推动大学向“学习范式”转型应

成为重要的视角和切入点。大学应遵循高等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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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律，以学生学习和发展为中心，进行系统性的变

革，推动大学从关注“教”走向关注“学”，真正打造一

流的本科教育。

四、向“学习范式”转型的路径探索

美国著名建筑师和思想家富勒（Ｒ．Ｂ．Ｆｕｌｌｅｒ）曾

经说过，不要妄图向船头用力去改变大船的航向，应
该向艉翼用力（艉翼是附在大舵尾部的小舵），很小

的力量就 能 改 变 大 船 的 航 向。［２８］巴 尔 和 塔 戈 也 指

出，向“学习范式”转型就好比高等教育这艘大船的

艉翼，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１．尝试运用“学习范式”下新的话语体系

新的话语体系有助于我们按照新的思维模式去

思考和行动。在当前我国的大学话语体系中，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经费、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改革、
教育质量监控、教学质量评估、教学水平评估等都是

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按照这样的话语体系，我们

关注的是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改革、教师教学水

平提高、教学方式方法改进、教学管理制度设计、大

学硬 件 条 件 等。然 而，早 在１９６６年 科 尔 曼（Ｊ．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等人 的 研 究 就 发 现，课 程 支 持、师 资 情 况

以及硬件条件等学校投入要素在决定学生学习成就

上没有起到 重 要 的 作 用。［２９］课 程、师 资 以 及 硬 件 条

件等要素并没有直接影响学生的发展，而是通过学

生学习行为 间 接 地 对 学 生 发 展 发 挥 作 用。［３０］因 此，
应按照一个新的模式去思考和行动，尝试使用新的

话语体系，减少对教学目标、教学质量、教学计划等

的讨论，取而代之的是探讨如何产生高质量的学习，
探讨学习成果、学习环境、学习投入、学习体验、学习

支持、学习自由等。运用新的话语体系，有利于我们

从以学生为中心的视角出发，思考和重构整个大学

教学的生态系统。

２．建立基于学习成果的质量评估模式

建立基于学习成果的质量评估模式，是大学向

“学习范式”转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学习成

果评估通过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定义和测量，来控

制整个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的具体教育行为。对大

学而言，学习成果评估能帮助大学明确核心价值取

向，树立从学习者角度制定大学人才培养方案的理

念和思维方式。大学应以学习成果为导向，整体设

计、构建课程体系，定期评估学生就读经验、学习成

果的达成度，并基于评估证据促进自身进行持续性

的质量改进。明确学生学习成果能帮助教师从关注

教什么转向关注学生学什么，了解教与学的差距，精

心设计学习活动，选择有意义的内容，并促进学生参

与；能帮助学生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成为有

目的、自我管理的学习者。在教育管理层面，学习成

果评估结果能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拨款的倾

向性，更好地发挥评估的导向作用和功能。

３．促进大学教师教学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教学的专业化发展是大学向“学习范式”转
型的重要根基。在“学习范式”下，教师必须转换教

学思维，更新对教学的认识。大学教学的起点和终

点都是学生学习，教学更准确地应被理解为“教师教

学生学习的过程”，也就是指导和帮助学生学习的过

程。“学习范式”需要教师更加了解学生的情况，关

注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不断反思

教学给学生带来的影响，并以此改进教学。促进教

师的专业化发展，需要对教师开展系统性、结构性的

培训，让教师 掌 握 创 新 性 的 教 学 方 法，包 括 团 队 学

习、案例教学、问题解决学习、研讨学习等，以为学生

营造批判性的学习环境，引发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深

层学习，培 养 学 生 的 批 判 性 思 维 和 终 身 学 习 能 力。
但在现有体制环境下，能否树立教学学术理念，健全

教学学术评价与保障制度，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复
归大学的 教 学 中 心 地 位 恐 怕 是 先 决 条 件。惟 其 如

此，才能让教师把课程教学看作一种严肃的智力行

为，一种学术成就和一种创造。［３１］

４．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大学向“学习范式”转型，对学生的角色定位也

应有重新的认识。学生应从无知被动、受操控的教

学对象，转变成为拥有自我观念、态度、期望和需求

等内在力 量 的 学 习 主 体。学 生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的 高

低，是大学向“学习范式”转型成功的关键。大学需

要着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供支持性的学

习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掌握科学的

学习方法，合理规划学习路径，充分利用各种学习机

会和培养平台，主动投身学习。大学应重视研究性

学习的开展，鼓励师生深层互动，共同参与研究，在

研究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鼓

励营造挑战性的学习环境，允许学生有尝试错误，进
行自我控制、自我修正的机会；以教育增值的视角，
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指导，鼓励每个学生的成长和进

步，增进学生对“学习范式”的了解和认知。

５．构建灵活、弹性、开放的大学学习框架

大 学 学 习 框 架 是 大 学 教 学 管 理 制 度 的 宏 观 表

征，构建灵活、弹性、开放的大学学习框架是大学向

“学习范式”转型的重要保障。“学习范式”应更关注

学生的需要，以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期望设计课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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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教学，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节奏以及学

习地点上给学生更多选择的自由。一直以来，中国

大学基于专业实体的资源配置模式，刚性的教学计

划和管理，使大学学习框架具有强大的封闭性和保

守性，阻碍了学生的学习自由和发展。大学向“学习

范式”转型，应建立更加灵活、弹性、包容和开放的教

学管理和学习制度。如扩大自主招生范围，探索更

加开放和灵活的入学制度；尊重学生的需要和兴趣，
完善转系和转专业制度；继续推进完全学分制，建立

基于学习成果的学分转换和累积制度，允许学生在

先前学习的基础上灵活进入各种教育项目，持续不

断地学习；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等手段丰

富课程资源，完善“自助餐式”的选课制度；促进学期

制的弹性化等。总之，其最终目标是使学生有机会、
有能力以适合需要的方式自主构建学习路径，对自

己的学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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