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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质量革命” 建设“质量中国”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开工



去年成都一把火 今年红遍全中国

各地跟着走！

• 31个省区市全部召开本科教育大会、发布一流本科教育指导意见

高校跟着干！

• 58所直属高校把“人才培养”作为“亮点工程”，占88%

• 50所直属高校直接把本科教育作为“亮点工程”，占67%

社会跟着赞！

• 20多次央视新闻，7次央视新闻联播，全媒体报道点击累计上亿次

• 年度“10大热词”： 本科教育大会、质量国标、新工科、金课

搅动了一池春水，形成了滚滚春潮！



天大会议：天大的事！

1.是一个战术的会，更是一个战略的会

2.是一个抓落实的会，更是一个再出发的会

3.是一个掀起“质量革命”的会，更是一个树立“质量中国”品牌的会

两个根本：再落实

奋进之笔：再奋进

攻坚行动：再攻坚



一 来一场“质量革命”

二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开工

三 精心打造“质量中国”品牌



一、来一场“质量革命”

——分水岭：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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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变 高等教育在变

• 形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挑战：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至，

如果我们不应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机遇，

甚至错过整个时代

• 机遇：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

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

刻影响

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超前识变 积极应变 主动求变



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

• 大趋势：技术和数字化在改变一切，第四次工业革命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速度之快、范围之

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 大机遇：物理、数字、生物世界的跨界融合，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一系列新兴突破技术涌现

• 大挑战：新的商业模式出现

现有商务模式被颠覆

生产、消费、运输和交付体系被重塑

克劳斯•施瓦布：深刻的转变！



《反思教育》：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 创新：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DNA！

• 变革：21世纪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

•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次“质量革命”

新时代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中国方案”
UNESCO, 2015



中央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

• 党的十八大（2012）：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 党的十九大（2017）：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 中央文件（2018）：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内涵更深了、目标更高了、要求更具体了！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

• 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深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燎原计划……

10



二、“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开工

——建金专、建金课、建高地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一流本科教育的中国方案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中国”的战略一招、关键一招、创新一招

• 标志着：

•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成型成熟

• 标志着：

• 中国高等教育从跟随跟跑转到并跑领跑



系列卓越计划1.0十年实施成效

名称 启动时间 参与学校数量 每年参与学生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10年 210所 26 万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11年 355所 7万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12年 129所 7万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13年 99所 4万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13年 299所 8万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14年 64所 3万

参加高校700所，覆盖学生200万！



卓越计划1.0：脚踏实地 硕果累累

• 卓越计划毕业生质量获得行业高度认可

就业率高、起薪水平高、声誉好、后劲足

• 形成了产学研深度合作育人的新机制

16个部委和22个行业协会参与系列卓越计划 建设626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14所共建新闻学

院、58个应用型复合型法律实务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2个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等

• 形成了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结构

高校骨干教师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千人计划”、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等

• 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的质量标准

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联盟《华盛顿协议》



拔尖计划1.0：仰望星空 群星璀璨

一组数据

• 2009年启动

• 5个学科、20所高校

• 总计9800人，已毕业5500余人

 形成了对基础科学的坚定志趣

98%的毕业生继续攻读研究生

 成为了一流大学竞争的优秀种苗

48%的毕业生进入世界前50名（软科世界大学

学术排名）的学科继续深造

118人进入世界排名第一学科领域或世界公认的

诺贝尔奖摇篮学科所在机构深造

 显现了成为未来科学家的领军潜质

2人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40名学生已获得世界一流大学教职

 树立了本科教育质量的学习样板



拔尖计划2.0的定位

拔尖计划第一个10年：

做大，瞄准“明天”

拔尖计划第二个10年：

伟大，瞄准“后天”

• 是仰望星空的计划！

• 是培养未来领跑者的计划！

• 是创造“科学春天”的计划！

• 是浸、养、熏、育的计划

• 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计划!

鬼才、天才、奇才、偏才、怪才



卓越计划2.0与拔尖计划2.0

• 万人计划

• 小众计划

• 国际标准

• 建高地（一流基地）

• 瞄准后天、布局长远

• 有定力“不着急”

• 百万计划

• 大众计划

•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区域标准

• 建金专（一流专业）

• 立足当下、面向明天

• 只争朝夕

vs卓越计划2.0 拔尖计划2.0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从1.0到2.0

六卓越一

拔尖计划

2.0

拓围

增量

提质

创新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核心任务：一流专业 一流课程 一流基地

建金专 建金课 建高地

战略部署：推进“四新”建设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系统设计：质量理念、质量标准、质量文化、质量体系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革命”



1.建金专：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 建设10000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

• 建设10000个省级一流专业点

总体目标：

2019年：4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专业点



2.建金课：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

• 建设10000门国家级一流课程

• 建设10000门省级一流课程

总体目标：

2019年：3000门左右国家级一流课程

线下金课

线上金课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虚拟仿真金课

社会实践金课



3.建高地：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总体目标

• 建设260个左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60个左右文科基地

200个左右理科和医科基地

• 2019年：100个左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从“试验田”到“大田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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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两个根本“的”大田耕作”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1.0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六卓越一拔尖”计划1.0



总体部署：全面推进“四新”建设

●“先手棋”

●“新的工科”+“工科的新要求”

● 提升国家硬实力

新工科

新医科

● 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础

● 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全覆盖

● 提升全民健康力

● 贯彻“两山”理念

● 助力打造美丽中国，服务幸福生活

● 提升生态成长力

●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 哲学社会科学与科技革命交叉融合

● 提升文化软实力

新农科

新文科



中国“新工科运动”

宝生部长：新工科这个词已经成为高教领域的热词，这个口号已经叫响

了，得到了产业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下一步

要深入推进，把教材建设、教师素质、体系融合、基地建设这些问题解

决好，打造好卓越工程师的摇篮。

复旦共识 天大行动 北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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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工作组

组 长: 李家俊

副组长: 许宁生 林忠钦 吴朝晖 罗 俊

成 员: 张东晓 杨 斌 林 健 查建中 顾佩华 郭东明
赵 继 徐晓飞 伍 江 周傲英 夏建国 陈道蓄
王志林 张广军 李校堃 包信和 陈初升 蔡敬民
丁烈云 余东升 高 松 陈十一 成洪波 段宝岩
李德毅 邬贺铨 马陆亭 黄群慧 王巨宏 唐振明



新农科建设“三部曲”

• 支撑引领乡村振兴战略

• 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现有涉农专业

• 布局适应农林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的新兴涉农专业

• 助力打造天蓝水净、食品安全、生活恬静的美丽中国，服务百姓

的幸福生活

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北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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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建设工作组

组 长: 孙其信

副组长: 安黎哲 李 斌 陈发棣 李召虎 吴普特

成 员: 申书兴 陈启军 包 军 程裕东 应义斌 兰思仁

张宪省 张改平 邹学校 刘雅红 郑有良 盛 军



大国计 大民生 大学科 大专业

2019：新医科建设

一新：理念新

从治疗为主到生命健康全周期：预防、治疗、康养

二新：背景新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

三新：专业新

医工理文融通，对原有医学专业提出新要求

发展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医学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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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建设工作组

组 长: 王 辰

副组长: 詹启敏 闻德亮 桂永浩 陈国强 包信和 张 林

成 员: 尚永丰 徐安龙 顾晓松 张 学 沈洪兵 罗建红

陈晓春 陈子江 马建辉 陶立坚 肖海鹏 党 志

黎孟枫 鲁 春 黄爱龙 颜 虹



2019：新文科建设

•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

• 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的交叉融合

• 培养新时代社会科学家

•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 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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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工作组

组 长: 樊丽明

副组长: 徐显明 廖祥忠 黄有方 许 江

成 员: 王余光 刘 伟 张 斌 陈国青 鲁晓波 谢维和

郑 力 刘 军 周 星 孙有中 高晓虹 王广谦

王黎光 张福贵 张异宾 席酉民 赵忠秀 田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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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计划2.0”专家委员会

顾 问: 潘懋元 杨振宁 姚期智

主 任: 邱 勇 刘 伟 陈国强

成 员: 武向平 文 兰 赵进东 詹启敏 叶 朗 吴建平
朱邦芬 郑志明 黄河燕 董 奇 席南华 程 鹏
逄锦聚 向 荣 冯守华 张福贵 张 学 汤其群
张 杰 焦炳华 陈 骏 谈哲敏 张异宾 王青青

施蕴渝 郑兰荪 樊丽明 李巍然 龚健雅 李 斐

沈壮海 鲁友明 马 敏 陈春声 罗 俊 王庭槐

陈十一 李昌龙



在全国高校掀起一场“质量革命”

目标：

• 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基本形成，“两个根本”有效落实

中国高等教育：从成熟走向卓越

期待：

• 金专、金课在高校随处可见

• 政治过硬、业务精湛、育人高超、方法技术娴熟的老师随处可见

• 水专、水课、水师无处安身



三、精心打造“质量中国“品牌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怎么干



1. 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实施方式

1. 二个全覆盖

• 覆盖所有本科高校

• 覆盖所有本科专业

二覆盖、二步走、二赛道、三批次、一机制

2.“二步走”实施
• 先建设：推荐确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 后认定：通过三级专业认证认定为国家级一流专业



1. 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实施方式

4.  三批次开展
• 2019-2021年分3个批次完成一流专业建设点

• 第三年根据各专业类建设进度作适当调整，确保各专业类比例大致均衡

5. 一个动态调整机制
• 对于建设质量不达标、出现较大质量问题的予以撤销

3. 二个“赛道”
• 中央高校：引领发展

• 地方高校：留足空间



国家级一流专业申报条件

一流专业建设是高校全面综合改革的“展示窗口”

• 专业定位明确：服务面向清晰，符合国家和区域需求、学校办学定位

• 专业管理规范：切实落实本科专业国标，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

• 改革成效突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引领带动“四新”建设

• 师资力量雄厚：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师资结构合理，整体素质高

• 培养质量一流：以学生为中心，毕业生社会认可度高、整体评价好



2. 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实施方式

国家级一流课程：

• 3000门左右线上“金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 7000门左右线上线下混合式 “金课”和线下“金课

• 1000项左右虚拟仿真“金课”（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 1000门左右社会实践“金课”

新理念、新内容、新方法、新技术，建设一流 “金课”



国家级一流课程申报条件

• 目标融合创新：立德树人+专业人才培养

• 内容融合创新：基本内容+学科发展前沿+“四新”

• 技术融合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现代技术

• 模式融合创新：流程重组+结构再造

创新
性

挑战度

高阶
性

突出学生中心，注重能力培养，

有效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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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实施方式

从纯理到大理、大文、大医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科学

计算机科学

天文学 地理科学 大气科学

海洋科学 地球物理学 地质学

心理学 基础医学 哲学

经济学 中国语言文学 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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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申报条件

• 具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实践基础

• 具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 具有高质量的生源

• 具有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育人的基础

• 具有教育教学改革的工作基础和成果

• 具有开展拔尖学生培养的支撑条件



怎么干？

•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怎么干？

• 高校怎么干？

• 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怎么干？

43



1.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工作：

• 组织做好国家级一流专业报送工作

• 2019年度报送专业点数量不超过本地所属地方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

数的15%

• 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专业，如同时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按照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公布，空出的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额可延至下一年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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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怎么干？



2.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工作：

• 研究制定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方案，按照建设总量不超过本行

政区域内本科专业布点总数的20%，分三年统筹规划

• 建设方案报教育部备案

• 与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同步组织、统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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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怎么干？



3. 国家级和省级一流课程建设工作：

• 统筹规划，组织本区域内中央和地方高校因地制宜、因校制宜、

因课制宜建设和共享一流课程

• 采取边建设、边遴选认定的方式，认定省级一流课程

• 组织做好国家级一流课程报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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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怎么干？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报送比例：

•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

2019年度按照不超过本校本科专业布点数25%进行报送

2020年、2021年将根据建设情况对报送比例进行调整

• 地方高校：

报送比例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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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校怎么干？



① 研究细化本专业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

② 审读本专业类的一流专业建设点报送材料

③ 组织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进行讨论

④ 提出一流专业建设点建议名单

⑤ 指导学校加强一流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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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怎么干？

坚持标准，规范流程，公平公正，确保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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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时间安排

4月

5月

6月

7月
• 教指委启动组织推荐工作

8月
• 省级教育部门报送省级一流专业建设实施方案

9月
• 省级教育部门报送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名单

• 教指委提出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推荐名单

10月 • 教育部公布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

• 教育部发布通知（4月2日）

• 各地各高校在线填报（6月30日前）

10月



• 回归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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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三个到位

• 攻坚到位:  让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形成压倒性态势、决定性局面

• 奋进到位:  写好高等教育奋进之笔，交出人民满意得意之作

让“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理念树起来

让“三个不合格”“八个首先”的制度立起来

让学生忙起来、教师动起来、学校干起来、社会赞起来



演好连续剧、念好九字经、打好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