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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理念、评价体系、资源配置入手 
 

优化“双一流”建设的生态环境 
 

程亚  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自 2015 年 8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总体方案》以来，“双一流”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如火如荼地展开。需要注意的是，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依托一流的教育生态环境。但是，我国目前的教育生态环境还存在教育理

念错位、评价片面等问题，阻碍着“双一流”建设进程。推进“双一流”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

是优化教育生态环境。 
    树牢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立德树人是“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也是高校建设的主要任务。
但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高校重绩效不重德育，教育活动以提高学术成果产出量和学生就业率为中

心，不同程度忽略了对大学生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立德是教育的灵魂，树

人是教育的根本。建设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必须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真正践行素质教育、

通识教育。以完善教育环境为前提，在培养学生智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情商和品德，提高

学生的道德素质、科技人文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提升师德为重点，形成教育者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的良好风气，达到以师德育学德、以师风培学风的效果；以丰富教育形式为抓手，积极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构建多维度教育评价体系。百家争鸣、和而不同本应是高校学科和文化建设的应然状态，然
而，一些高校的实然状态却是“大而全的学科体系、滥而粗的学术文章”。一些高校缺乏独特的

建校精神，在学科建设、学科评价方面简单复制、低端竞争、缺乏特色，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和教

育质量低下。可以说，片面的教育评价体系束缚着一流学科建设。推进“双一流”建设，要求我

们构建多维度教育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应在关注学术水平、规模效应的同时，因时制宜、因地

制宜、因人制宜，坚持以服务社会为导向，从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考虑地方特色、学校特色，将

学生就业质量、社会服务能力以及学校自身特色纳入评价体系，促使高校形成自己的优势学科和

特色专业，进而将自己的特色专业和优势学科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平衡教育生态位，优化资源配置。长期以来，由于理念、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教育生态
位重叠现象比较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层次生态位重叠。高位的研究型高校扩

展生态位宽度，开设专科、技能、技术类专业，挤占高职、中专院校的发展空间；部分低位的高

职、中专院校通过合并向高位发展。二是区域覆盖生态位重叠。高校区域分布不均衡，半数以上

高校集中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特别是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等特大城市。三是教育资源

投入生态位重叠。教育资源过多投入一部分重点高校，造成高等教育生态位上端资源过剩、边际

效益递减，而下端院校资源匮乏、发展后劲不足。推进“双一流”建设，必须平衡教育生态位，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首先，积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规范高校学科体系建设，使学术型高校和技

能型高校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自的特色与优势；其次，引导和促进师资流动，加大对西部和南

部高校建设的支持，促进高校建设区域平衡；再次，打破高校分层固化格局，构建动态层级划分

体制，有针对性地给予教育资源支持，促进高校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