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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心到边缘：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大学教学 



www.themegallery.com 

变迁历程 

1980年代（复兴期） 

1990年代（转型期） 

新世纪以来（提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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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复兴期）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明确：“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

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
切的任务。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
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大规模准备
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人才。” 

      1983年4月《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
报告的通知》指出：“为了实现党的十二
大指出的奋斗纲领······迫切要求教育先行，
为国家早出人才，多出人才。” 

四有新人：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三个面向：教育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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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复兴期） 

 

 

 

  知识本位（文

化热、学好数理化走

遍天下都不怕） 

教学 

文化价值取向 — 大学导向 

       小结：恢复高考后，出现了文化热，同时回应
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的“专门人才”，教学处于首要的、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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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转型期） 

 

 

 

<<90年开始，中国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早期阶
段。 

工业化、城市化——文化退热、经济上位——政府政
绩（GDP）导向——大学管理“数字化”（211、985
工程；量化考核）——大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注重
“数量评价” ——教学比重降低 >> 

<<1998年5月4日，985工程，重点配置资源（科研
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教学与科研：教学的中心地位发生变化，出现
“教学”、“科研”两个中心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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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转型期） 

文化价值取向→大学导向 

教学 

科研 

       小结：国家的文化转型，以经济价值取向为主
导（市场化、工业化），与“GDP政绩”和“效率
优先”霸权话语一致，大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注重
“数量评价”，而教学与科研、服务相比是难以量
化且显示度偏低。随之，教学权重下降，科研权重
上升，由一个中心（教学）向两个中心（教学和科
研）转移。 

 

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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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9日刘晖摄于广州某工地。发展的目的或价值为何？手段演变为目
的？发展异化为GDP、政绩？……社会正义与百姓福祉才是发展的最高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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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的
价
值
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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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30
日，
吴川
市人
民医
院挂
出的
一大
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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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提速期） 

 

 

 

资源配置发生变化，进行绩效考核 

 
“重点配置资源”政策（“985”、“211”工程、
“2011计划”等） 
 
省政府“四重”（即重点学科、重点人才、重点平
台、重大科研项目）政策 
 
省领导：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核心是大力提升高校的
科研水平（50亿投入撬动500亿） 

··· 

例证：暨南大学（数字化考核） 

           北京、中大（非升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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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提速期） 

 

 

 

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声誉 两院院士、知名专家、大学校长和中学校长调查结果 15 

学术资源 博士点、硕士点、国家重点学科数、国家重点实验室数
或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数 

20 

学术成果 SCI、EI、SSCI和CSSCI 22 

学生情况 录取新生质量和全校中研究生的比例 12 

教师资源 专任教师中副高以上人员比例、两院院士人数、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人数和师生比 

19 

物质资源 科研经费、图书总量及生均图书量和校舍建筑面积及生
均面积 

12 

图1  2013年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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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提速期） 

注：数据整理于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Biose State University）的TAWK计划。 

图2 美国高校教师每日工作内容所花费的时间比例（2015年） 

图3 我国高校教师日平均工作内容所花费的时间（2011年）  单位：小时/天 

注：数据整理于朱依娜，何光喜. 高校教师工作与科研时间的性别差异及其中介
效应分析——基于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J].科学与社会，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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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提速期） 

 

 

 

       小结：国家的资源配置发生变化，“数
字化”是其时代品格，资源配置数字化的背
景下，教师的工作重心向科研（服务）倾斜，
举凡绩效工资、职称晋升等，科研的权重大
大超出教学，强化了教师对教学的边缘化力
量。 

教学 

科研 

文化价值取向 — 大学导向 



www.themegallery.com 

历程变迁 

教学 

科研 

教学 
科研 

教学 

        总结：三十年前的中国大陆，在大学三大职

能重要性排位中，教学处于首要、中心地位。伴
随着社会变迁和大学文化转型，教学由中心走向
了边缘。 

服务 
服务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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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展望 

 

 

 

 

三大职能的平衡与博弈 

一流大学看教学； 

 

二流大学看影响因子； 

 

三流大学数论文篇数。（杨卫） 

 

 

                            

高校 

教学 

社会服务 

科研 

问题的核心： 

 

大学为何？ 

对大学教师的人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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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展望 

 

 

 

 

       丧失教学为中心的代价，却没有换来
科技创新的提升，仅仅只是量的变化（尽
管论文数目增加了，创新能力还是没有上
去---所谓“钱学森之问”）。 

 

 中国制造   →   中国创造 

深究 年份 1996 1997 1998 ··· 2013 

排名 14 12 12 ··· 2 

 
注：摘选自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TIC） 

图4 我国进入SCI检索系统论文数量的世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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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 

 

 

 

教学中心地位的丧失是某一发展阶段
的特征或是持续性的大学文化走向？ 

是中国特例还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大学
的共性？ 

抑或是全球性科技创新、民族国家竞
争、大学功能转变的普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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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