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推进“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无疑是当下高校最热门的词语。前不久，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

意味着备受社会关注的“双一流”建设，有了明确建设的“施工图”。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复旦大学

校长许宁生的发言后，他对“双一流”建设发表重要看法，为已经是热词的“双

一流”话题加码。记者采访了3位担任大学校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听听他们的声

音。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 

建设“双一流”得有中国自信 

“建设‘双一流’得有大局观念，不能光去比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科进了，我

们进了多少。”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直言，这种狭窄视野是

多少年累积下来的顽疾。知识分子要有担当、要有使命感，一定要站在国家的高

度去考虑问题，因为走到国际舞台上，每一所高校代表的都不是个体，代表的是

国家。在王树国看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看整个中国高等

教育是不是得到国际的认可。“就像欧洲的大学来中国访问，我们很少关注这所

大学具体如何，而是通过这所大学认识欧洲的教育。” 

王树国打了个比方，就像国人出去旅游一样，代表的不是个体，而是国家形

象，“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大环境好了、内涵提升了，所有的高等教育从业者、

下一代的孩子都会受益”。王树国同样关注到时下各种名目的“排行榜”，在他

看来，如果没有大局观，就会看哪个排行榜对自己有利，就追捧哪个排行榜，“这

不是教育工作者该持有的心态”。 

什么叫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王树国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会对

世界教育作出贡献，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要为世界高等教育的

发展作出什么贡献？中国高等教育的样板要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哪些推动作用？

如何运用中国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当前世界高等教育的不足？在我国自主创新的

历程中，从未放弃过学习，但是学习不是拷贝，而是要提升内涵，具有更强的创

新能力，这样将来我们才可能去引领世界前沿。 



王树国特别不赞同一提世界一流大学就拿哈佛、剑桥当模板，有的学校跟世

界名校签合作协议就特别自得，王树国笑称有点“傍大款”的意思，“中国办一

流大学，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这哪儿行？要摒弃这种没有自信的心态，

应该有点文化自信，有点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信”。 

时下，人们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莫衷一是。王树国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去

年对科技创新提出了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

民经济主战场。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思想。是否是一流大学，要看对“三

个面向”的贡献有多大，“如果国家重大贡献中没有你们学校的身影，谈何世界

一流？” 

“双一流”建设没有门槛，不搞终身制，更不是固化身份，王树国认为这是

很大的进步，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自上而下是指国家有了好的

顶层设计，有了好的机制；自下而上是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要把‘双一流’

建设看成去争一块奶酪”。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一流大学得先从“一流课堂”开始 

“一流大学建设要瞄准一个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

学校长陈骏说，要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还是要回归课堂，一流大学

建设一定要解决课堂质量的问题。 

“双一流”建设热潮中，很多学校把焦点集中于建设路径、经费、争夺人才

等，但在陈骏看来，当下大学里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较为普遍，要解决这一

难题，还是要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上，回归到课堂。 

陈骏认为，一流大学的学生，不仅是既有知识的学习者、接受者，也应是新

知识的创造者、贡献者。他们应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宽厚的知识储备、敏锐的

思辨能力，能够主动探索，并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培养这样的学生，陈骏认为要解决3个问题：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学。

南大这些年对本科人才进行了“三三制”教学改革，并推出“二三三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四三三”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在陈骏看来，高校怎么去改革要

结合自身实际，南大的这些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充分赋予学生选择权、自主权，使

每名学生都能得到个性化的培养。 



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慢功夫，需要长期规划。“光是教学改革，我们已经

走过了10年时间，‘教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在‘十三五’阶段，要

解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问题，建设‘十百千优质课程计划’，来解决‘怎么教’

的问题。”陈骏说，一流大学得先从“一流课堂”开始。 

光是“一流课堂”还不足以培养创新人才，必须辅以科研训练。拔尖创新人

才的共性特质，必须在科学研究的氛围和环境中才能得到培养、锻炼和获得。陈

骏认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差距是——我们仍然缺乏能够解决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问题的标志性成果，缺乏能够阐释自然现象和规律、具有突破性意义并

被广泛引用的原创性成果。 

高校科学研究要有服务国家的基本导向，陈骏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只能通过科研转型，不断提升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与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科技

工作从自由分散的跟踪研究，向解决问题的原创研究的根本转型，“要把教师的

科研目标从‘论文导向’转为‘问题导向’”，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提升科研水平

的同时，也锻造了创新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 

“双一流”建设要跟城市与区域发展共生 

“一个没有一所一流大学的城市是一个不完整的城市。”在广东团的分组发

言中，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院士表达了自己对“双一流”建

设的期待，“‘双一流’建设应该是跟城市发展共生的。哈佛大学之于波士顿、

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一所大学往往伴随着自身的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城市和一个

区域成功的重要支柱。” 

“大学与城市要双向互动和互相支持。”陈十一说，大学对一个城市的作用

往往体现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比如，广

东及深圳是高端人才集聚创业的好地方。得益于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深圳现

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以及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构建的大好发展机

遇和深圳人才政策81条，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南科大已初步建立了一支国际化

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对我们快速成长、吸引世界一流团队、搭建起高起点的

创新平台起到关键作用”。 

高校应该针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以新兴学科和朝阳学科为布局重



点，以学术前沿与深圳城市发展需求的核心技术作为布局学科发展的出发点。陈

十一认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不应该被单纯的数据和排名所绑架，而要看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关键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哪些短板，高等教育在这

些领域要发挥前瞻性的引领作用，促进升级，甚至弯道超车。” 

去年，南科大筑巢引凤，新增建了两支研究团队，一支是智能计算的研究，

一支是新材料团队。陈十一说，之所以组建这两支团队，就是为深圳市的城市经

济向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转型升级蓄积动能。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要求。世界一流好理解，可中

国特色在高校发展中如何定位？ 

陈十一举了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做了20多年流体力学研究，在美国，由于

技术领域的高度成熟，这门学科发展已经处于稳定阶段，但在中国，航空航天、

高铁、汽车等多个领域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流体力学的应用空间依旧很大，这

样的学科就应该定位成需要发展的学科，并且有可能建成一流学科。” 

为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学研用，学校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各

类科技创新平台，释放教师、学生的活力和主动性。”陈十一举了南科大的例子，

学校支持教授每周一天在企业服务，明确教职工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

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短短两年内，南科大鼓励教师已建立近20家

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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