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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面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背景下，发挥学分制的制度优势以破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及高等教育改革所引发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都亟需深化对学分制的认识。文章选

取一所典型的地方高校 H 大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纵贯式的单案例探索性研究详细分析地方高校学分

制改革实践所遵循的过程规律。研究发现，地方高校学分制改革过程中有两条逻辑在交互发挥作用，

一是改革的资源依赖逻辑，二是改革的资源—制度匹配逻辑。学分制改革依赖以优质课程资源为代表

的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与教学资源相匹配的均衡的制度安排。其中，课程资源不足和教学管理信息化水

平不高是影响地方高校学分制改革成效的关键教学资源；制度准备不足、制度设计缺陷、制度执行偏

差、制度冲突激发是影响学分制改革成效的主要制度因素，影响学分制制度优势的发挥。具体操作包

括：在实行学分制改革的制度准备阶段重点解决学生“自由的烦恼”，在制度设计阶段特别把握一个

“度”，在制度冲突解决过程中注意识别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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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学分制在我国推广实行以

来，学分制在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领域显示出

独特的魅力，几乎各类型、各层次的大学都推行

了学分制或进行了以学分制为趋势的改革，有关

学分制的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实践

层面，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学分制改革涉

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方面，经过多年的

改革，尽管我国部分高校在推进学分制改革实践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多数大学只注意到

学分制的形式要求，缺少对其实质的关注，深化

改革工作颇为艰难[1]。另一方面，随着高校学分

制改革的深化和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学分制的

理论与实践面临新的境遇。在全面推进一流本科

教育建设背景下，发挥学分制的制度优势以破解

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及高等

教育改革所引发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都亟

需深化对学分制的认识。正如学者蔡先金所言，

无论人们如何关注它，指责、拒绝也罢，赞许、

接受也罢，只要高等教育存在一天，它就将继续

被人评议与诉说，也被人运用与操作[2]。也正因

为如此，本文以 H 大学为研究对象，通过纵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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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个案例探索性研究，全面剖析地方高校学分

制改革所遵循的过程规律，以期为其他高校深化

学分制改革提供启发和借鉴。 

    二、理论回顾 

    在我国，学分制由来已久，从晚清京师大学

堂开始至今，高校实施学分制已有逾百年的历

史。自 20 世纪 80 年代学分制在我国大范围推广

实行以来，关于学分制的实践总结与理论研究方

兴未艾。从 1978 年到 2008 年的 30 年间，根据

学分制的研究内容的变化，学术界关于学分制讨

论的内容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3]。在此期间，围

绕学分制的生成逻辑[2]、成效衡量标准[4]、本质

与功能[5]、制度设计理念[6]等基本认识问题和具

体实践问题，学者们做了大量深入的探索。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关于学分制的讨论进一步

深化并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反思学分制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实践问题[7−11]，另一方面对国外

学分制的最新进展以及经验借鉴给予了较大的

关注[12−13]。 

    然而，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

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对学分制的基本内涵、运

行机理、改革成效标准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二是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

研究略显不足。学者们主要是基于自身经验阐述

对学分制的认识，总体上实证研究还比较少。三

是在研究视角上，关于学分制改革成效、实践困

境等方面的讨论缺乏来自一线教师、学生的声

音，缺少教师和学生两个主要教学主体的参与。

对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学分制，教师如何认识和参

与学分制改革等问题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忽视师

生的声音，显然既不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学

分制改革存在的问题，也不利于学分制改革成效

的衡量。四是在研究对象上，关于学分制改革历

程及其成效的深入案例剖析还比较缺乏。在从学

年制到学分制的转变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改

革阻力，面临什么样的改革困境？揭示这个演变

过程的规律性研究显得格外重要。此外，不同类

型、不同层次院校之间在资源约束、现实条件等

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针对某类高校的实证和案例

分析有助于理论的升华和实际问题的解决。有鉴

于此，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案例，详

细分析某高校学分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历程，全面

剖析地方高校学分制改革所遵循的过程规律，并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单个案例探索性研究方法尤其适合对单个

案例的不同节点进行深入的纵向分析[14]。文章基

于过程视角，试图揭示高校学分制改革的演变过

程及其运行规律。由于这一问题本身具有动态

性、发展性、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只有通过对丰

富的访谈资料和实地调研材料进行细致剖析，才

能够在真实世界中对学分制改革过程及其内在

规律有较好的把握，从而得出贴近事实的结论。

因此，本文采用纵贯式的单个案例探索性研究方

法。案例选取方面，遵循典型性和便利性原则选

择 H 大学作为研究对象。该样本的典型性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

等教育的主力军，在学校数量、在校生人数等方

面都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相比 985/211 高校，

大部分地方高校在师资队伍、办学经费、办学条

件等方面相差甚远，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实行学

分制改革往往更具挑战性。作为一所地方高校，

H 大学在现实条件、资源约束和发展目标上面临

和大多数地方高校一样的境遇，具有一定的典型

性。第二，H 大学从 2016 年实行学分制改革至

今，经历了四年完整的学分制改革，既取得了一

定的改革成效，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深入考察

其改革历程，有利于挖掘其背后的改革规律，对

其他高校也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 资料收集与分析 

    在资料收集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的

形式获取实证材料，并通过搜集相关制度文件作

为补充。访谈对象主要来自一线专任教师、教学

管理人员和学生三类人群。依据目的性抽样原

则，访谈教师共 15 名，他们所授的学科不同、

年龄不同、职称不同。访谈学生共 12 名，包括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文学等不同学科

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学管理人员既有学校

教务处的工作人员，也有学院的教学秘书、教学

副院长等。访谈形式主要以个人访谈、小型座谈

的形式展开，访谈活动并不局限于面对面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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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通过微信、QQ、电话等方式进行。访谈

主要围绕以下话题展开：您怎么看待我们学校的

学分制改革？您觉得目前的学分制给师生带来

了什么好处、存在哪些问题？您觉得可以从哪些

方面完善目前的学分制？访谈采用半结构式深

度访谈的方法，在聚焦主要研究问题的同时，保

持访谈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当不再出现新的所需

信息时则认为信息达到饱和，结束访谈。 

    本文采用三级编码的方式(详见表 1)对原始

文本资料进行分析。一级编码为开放式编码，即

通过比较内容间的异同，将反映同一问题的事件

合并到一起提炼概念范畴，编码过程中尽可能使

用访谈者的词语和原话。通过对文本材料进行逐

句、逐行和逐段对比，提炼概括形成了优质课程、

课程设置、学分制认识等共 29 个初始范畴。这

些概念范畴的提炼，将地方高校学分制改革演变

和运行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原因”等呈现出

来。二级编码为主轴编码，即在开放式编码的基

础上深入分析初始范畴间的内在联结和逻辑关

系形成主范畴。本文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

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这一过

程，将“优质课程”“课程选择范围”“选课结果”

3 个初始范畴进一步抽象为“课程资源”，将“自

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学分制认识”“专业培养方

案了解”“学生选课指导”“入学教育”等初始范

畴进一步抽象为“制度准备”等。通过反复比较

将 29 个初始编码进一步归类，形成课程资源、

硬件设施、制度准备、制度设计等 8 个更系统的

范畴。三级编码为选择性编码。本文在深入分析

8 个二级编码的基础上，将课程资源和硬件设施

进一步归纳提炼为教学资源，将制度准备、制度

设计、制度执行、制度冲突、制度反思和调整、

制度优势进一步提炼为制度安排，用教学资源和

制度安排两个核心范畴统一驾驭其他所有范畴，

同时回到原始资料中验证其间的关系。由此，本

文建立了地方高校学分制改革过程逻辑线索。围

绕这两个核心范畴形成的线索可以发现：学分制

改革过程中有两条逻辑在交互发挥作用，一条是

改革的资源依赖逻辑，一条是资源—制度匹配逻

辑。学分制改革依赖以优质课程资源为代表的丰

富教学资源和以与课程资源相匹配的选课制度

为核心的均衡的制度安排。 

表 1  三级编码过程 

三级编码

(选择性编码)

二级编码 

(主轴编码) 
一级编码(开放式编码) 

C1 

教学 

资源 

B1 课程资源

A1 优质课程 

A2 课程选择范围 

A3 选课结果 

B2 硬件设施 A4 选课系统 

C2 

制度 

安排 

B3 制度准备

A5 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 

A6 学分制认识 

A7 专业培养方案了解 

A8 学生选课指导 

A9 入学教育 

B4 制度设计

A10 课程设置 

A11 选课规则 

A12 选课学分上限 

A13 学业预警 

B5 制度执行

A14 学业导师沦为形式 

A15 学生选课出错 

A16 选课投机行为 

A17 教师投机行为 

A18 辅修人数减少 

B6 制度冲突

A19 课堂互动 

A20 辅修选课 

A21 教学管理 

A22 班级凝聚力 

A23 学生工作 

A24 弹性学制与社会观念

冲突 

B7 制度反思和

调整 

A25 缺乏系统总结 

A26 制度调整 

B8 制度优势

A27 学生学习自由 

A28 内部主体竞争 

A29 体制机制变革 

 

    四、H 大学学分制改革的过程分析 

    (一) 学分制改革的制度推进及其表征 

    1. 制度准备不足 

    2014 年 10 月，X 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普通

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管理的意见》，要求各高校

通过建立健全选课制、导师制、学分绩点制等学

分制管理制度体系为基础，推动形成充满活力的

教学运行机制。这是促进 H 大学实行学分制改革

的政策诱发因素。2016 年 6 月，H 大学印发《H

大学普教本科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通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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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学生自主选课、建立专业二

次调整和辅修制、引入学业导师制、实行弹性学

制等制度组合开始实行学分制。然而，通过访谈

可以发现，这种由政策驱动的单纯的制度引入缺

乏足够的制度准备，改革高校内部主体的主动性

和改革动力明显不足。制度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一是教师对实行学分制的认识存在偏

差。实行学分制改革使得资源和人员在不同专

业、院系之间便于流动，甚至有可能是一场利益

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导致高校内部教育主体之间

的竞争导向不断增强，进而倒逼任课教师和院系

提升自身竞争力，所以有可能给老师造成一定的

抵制情绪。老师 T1 表示：“部分老师确实存在对

新事物的抵触心理，不想离开舒适区。”访谈过

程中，确实有部分老师更多地从自身角度讲述学

分制带来的挑战，比如调课难、课堂互动难，较

少讲述学分制给学生带来的一系列机遇和正向

改变。在教学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中，必须

倡导与新的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二是缺少对

学生的相关指导，学生对学分制认识不到位。部

分学生对人才培养方案、学分制规则、选课规则

等不熟悉，导致选课的时候不能有效合理地安排

好课程修读时间。老师 T2 就认为：“学生不了解

什么是完全学分制，以及完全学分制是如何运行

的，在选课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学生盲目选择，

并且产生心理恐慌的情况。”老师 T3 说：“说实

话，我对学生要修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之类的问题

也不清楚。”三是教学管理层面没有相应的配套

制度准备。例如在入学教育时缺乏相应的内容转

变，对学生选课缺乏相应的有效指导，在学生管

理上沿用学年制的管理思维，不能有效激发学生

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老师 T4 认为：“学生自

我管理、自我规划能力不足，在每学年入学教育

时，各专业负责进行专业教育的老师还是要明确

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地位，要求学生在完全学分

制的大环境下，以人才培养方案作为选课学习的

基本依据，尽量避免误解完全学分制就是可以自

由地选课修学分，预防大学四年毕业时很多人毕

不了业。”这些都反映出 H 大学实施学分制改革

的制度准备存在不足。 

    2. 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学分制改革对学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学分制移植的过程中，做好“主核”制度引入

的同时，也要做好具体的制度设计。其中，最重

要的制度设计就是“选课制度”，其次是专业二

次选择制度。通过整理原始访谈资料发现，师生

对选课制度争议最大，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一

是课程选择范围存在争议。到底哪些课程由学生

来选择，现有课程资源支持学生在多大的范围内

自由选课？不少老师认为，应该缩小学生的自由

选课范围。也有学生对此提出疑问。如果限制学

生选课自由，那是否又有违学分制的本质。例如，

学生 S1 认为：“我们学校的学分制不是半学分制

吗？实际上很多课程的操作还是以班级为单位

的，学生选择受到限制。”二是选课规则存在漏

洞。目前 H 大学实行四轮选课制度和试听制，第

三轮选课开课四周仍然可以选课，学生试听不喜

欢的话在第四周之前还可以退课，一定程度上对

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干扰。此外，第一、二轮选

课采取随机抽签的原则决定谁选上了，这种选课

规则在保证公平的同时未能兼顾效率，即选课结

果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的偏好。第三、四轮选课采

取先到先得的原则，直接造成选课变成了拼网

速、拼精力，既有违公平也不能兼顾效率。在极

端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导致学生发生私下课程交

易行为，即学生私下达成协商后马上退课，让付

钱的另外一位学生立刻补上。三是学生每学期学

分选择有上限。使得有余力的学生无法修读更多

的课，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学生选择专业的自由也是学分制的重要内

涵。H 大学目前学生转专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各类试验区的遴选，一种是大二第一学期

的专业二次选择。这两种方式对学习成绩有一定

的要求，学生专业选择还是有比较多的限制，所

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转换。另外，辅修教

育教学不再为辅修学生单独另设周末教学班，

而是与对应专业同学一起上课跟班就读，实现

了主辅修“同标准、同上课、同考核”。但与此

同时，由于课程资源约束等原因，辅修学生面临

无法按正常教学秩序修读辅修课程、主修课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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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修课程上课时间冲突、学分上限冲突等多重

困难。 

    3. 制度执行偏差 

    从制度设计到制度落实往往有一条深深的

鸿沟。H 大学在学分制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了

四个方面的制度执行偏差。一是学业导师制效果

不佳。访谈中不少学生表示，作为学分制的“支

柱”制度，学业导师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学生 S2 表示：“我的学业导师就是大二的时候一

起开了个会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形同虚设。”学

生 S8 也表示：“老师很忙，没什么时间沟通，看

老师吧，有些老师经常找指导学生聚聚聊聊，但

是这样的导师不多吧，我觉得偏少，有些导师基

本没怎么聊，比如整个大学就一两次，算多吗？”

二是学生选课出错。学分制规则多，加上学生对

培养方案理解不够清晰、选课缺乏指导等原因，

容易出现漏选、错选课的情况。不少学生到大四

毕业审核时才发现存在漏修课程或错修不属于

培养方案课程的情况，导致无法按时毕业。三是

学生选课存在投机行为。例如老师 T6 认为：“学

生会选择一些容易通过的课程，导致知识内容习

得的碎片化，不利于系统专业知识体系的形成。”

当然，出现这种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水课”的

存在导致学生投机行为存在实现的可能。也有不

少学生认为：“靠选容易的课来提高绩点有一点

点作用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关键还是学习能力，

这个大家都清楚。”四是教师投机行为。学分制

形成的选课压力有可能导致部分教师通过“给高

分”片面迎合学生，以此提高选课人数或学生课

堂教学评价分数。 

    4. 制度冲突激发 

    学分制有其自身的运行机理，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囿于资源不足和制度不均衡的限制等原因，

不可避免地会激发其内部制度冲突，尽管这种冲

突不一定意味着不好。H 大学在实行学分制过程

中，就出现了一系列制度冲突。一是学分制弹性

学制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学分制允许学生在

弹性学年内毕业，但是目前社会观念还是普遍把

四年毕业当成惯例，超过 4 年毕业会造成用人单

位对其能力的质疑，以“刚性教学计划和统一培

养规格”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学年制深入人心，与

学分制弹性学制存在着尖锐的观念冲突。二是课

程互动难度增大。访谈中不少老师反映：“学分

制下，课堂教学没有固定的班级组织，同一门课

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班级功能的弱

化，使得课堂整体氛围不够融洽，师生关系缺乏

默契。”这既是学分制带来的客观事实，也反映

出学分制对教师授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

学生 S4 认为：“不同专业的学生上课确实会带来

一些问题，但是感觉没那么明显，任何事物都有

利有弊，关键是怎样权衡，比如有些理科生喜欢

做 ppt 或者计算什么的，文科生可能更喜欢整理

资料之类的，大家分工还挺愉快的。英语课的话

我还挺喜欢和陌生人一起上，都认识了大家都知

道什么水平，还听啥？”三是班级凝聚力减弱，

学生之间关系疏远，学生管理难度加大。学分制

打破了传统的以班级、年级、院系为框架的管理

模式，相当一部分学生的班级意识逐渐淡化，年

级越高班级意识淡化现象越明显，而新的社区管

理模式又尚未建立，学生之间联结的班级纽带弱

化，同学之间关系疏远，班级凝聚力降低，学生

管理难度加大。当然，对此也有学生提出不同看

法，学生 S6 认为：“关于同学之间关系疏远这个

问题，主要看个人，学分制之后大家交流的机会

是相对少了一些，但是其实也还好，毕竟还有社

团，而且可以认识一些其他专业的人，这个主

要还是与个人性格有关。原因有很多种，相比

以前确实减少了班级群体交流的机会，这个是

否认不了的，像我们班这学期有个课是班里的人

一起上的，需要分组，班里的交流就多了很多，

也相对更亲近了。学分制后也增加了和其他专业

学生打交道的机会，社交、交际能力和与人沟通

合作的能力也是大学生必备的，所以我说的班级

凝聚力是班级内部交流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与

时代特征也有关，现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普及，

有些学生就是喜欢宅在宿舍。总的来说，学分制

照顾了大多数能够正常进行人际交流沟通的人

的客观需求，也增加了一些被动社交的人社交的

机会，毕竟总会有一些人比较孤僻一些，没有大

家催着带着，他是不想去社交的。”四是教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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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难度增加。学分制下需要将有限的教师、教室

资源有效利用以满足多样化、复杂化的排课、

选课、考试等，增加了教学管理的复杂性，在

管理人员素质和编制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对

教学管理造成一定的压力。 

    5. 制度优势发挥 

    学分制给予学生在课程选择、专业选择、学

习时间选择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有效地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创造了条

件。从原始访谈文本和编码结果可以发现，学分

制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一是保障学

生学习自由权，促进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

教师T8认为：“学分制下学生选课可以自主选择，

能够合理安排时间，增加学习效率，相较于传统

模式具有更自主更人性化的优势，且灵活多变，

兼顾学生兴趣，有利于学生综合发展，改善机械

化教育。”二是促进了高校内部教育主体之间的

竞争，激发了内部教育主体的活力。教师 T9 认

为：“学分制这种制度有其先进之处，分制灵活、

学习自主的优势给了学生更多的选择范围和更

高的自由度，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主发展，也在

某种程度上调动了老师的积极性，引导老师向教

学投入倾斜以提升教学质量。”三是带动高校内

部管理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学分制改革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

学分制的运行对学校教学资源、制度安排及两者

之间的匹配有更高的要求，通过学分制改革可以

带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推动

教师教书育人和学校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 

    (二) 学分制改革的资源依赖 

    1. 课程资源不足是制约学分制运行的关键

因素 

    从原始访谈文本和编码结果可以发现，以课

程资源不足为典型特征的教学资源匮乏始终是

制约学分制改革成效的主要因素，也是学生和老

师反映最多的问题。课程资源不足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课程数量有限，很多课程出现“只能这

样选”的尴尬局面；二是课程质量参差不齐，优

质课程资源不足，导致学生选不到心仪老师的课

程，为了修满学分而选自己不喜欢老师的课，影

响学习的积极性。学生 S1 表示：“有的课程只有

一个老师可以选择，有些专业课名义上实现自由

选择，实际上都是只能这么选，我们的不完全学

分制呢，就是某些课程还不能是学生自由去选择

的，还是以前那种强制性去上的课程。”教师 T1

表示：“我认为应该提高优秀课程的开课比例，

尽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有机会学习高质量的课

程资源，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去学习，可以通过

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参与到选修课程的建设中。”

学分制源于选修制，与学年制相比学分制需要更

多的课程供学生选择，丰富的课程资源是学生自

主选课的基础。但是通过对比 H 大学学分制改

革前后两个时期发现，学分制改革后该校课程数

量并没有增加多少。2015 年该校本科生人均课程

数/门次为 0.311，2019 年这一指标竟然下降到

0.285，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如果以教授授课情

况来衡量 H 大学的课程质量，可以发现学分制改

革后 H 大学教授授课人数不升反降。这在一定程

度上印证了老师和学生反映的课程资源不足这

一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另外，跨校区办学模式也

对课程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H 大学实行大部

分专业 2+2 的办学模式，即前 2 年在一个校区，

后 2 年在另外一个校区，由于两个校区相隔较远

导致跨校区修读课程几乎不大可能，加大了学生

对课程数量的需求。 
 

表 2  学分制改革前后 H 大学相关数据对比 

时间 
全日制 

本科生/人 

专任教师/ 

人 

教授授课/ 

人 

本科生课程

门数/门 

本科生课程

门次数/门次

必修课程

门次数/门次

选修课程 

门次数/门次 

人均课程 

门数/门 

人均课程

门次数/门次

2015 年 22 688 1 163 163 1 428 7 070 5 820 1 250 0.063 0.311 

2019 年 25 501 1 600 149 1 824 7 286 6 360 926 0.071 0.285 

注：数据来源于《H 大学 2016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H 大学 2020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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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制的本质之一就是给予学生更大的学

习自由度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而学生的学

习自由度与教学资源(课程资源)是否丰富直接相

关。事实上，不管是学习内容的差异还是学习进

程的差异，最终都是通过课程这一中介与其他教

学资源(教师、时间、空间资源)发生联系的。当

要求学生修课量给定的情况下，开课数量越多，

学生的学习选择性就越大，换言之，学生的自由

选课余地就越大[6]。 

    2. 学分制改革需要以高度智能化的教学管

理系统为基础的硬件条件支撑 

    学分制下教学管理的复杂性不断提高，对教

学管理信息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学年制

相比，学分制下的排课、选课、考试安排、学籍

管理、成绩管理等教学管理活动要求更多、规则

更复杂，极大地增加了教学管理难度，无疑对教

学管理信息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访

谈中就发现，选课系统易崩溃影响学生正常选课

会导致学生非常不好的学习体验。由于 H 大学实

行四轮选课制度，选课持续时间长，第一轮选课

以随机原则决定谁选上，第二轮选课采取先到先

得的原则，所以在第二轮选课期间学生为了选

课、抢课要劳心费神。例如 S3 同学和 T3 老师就

说到了选课系统掉课的情况。S3：“选课系统有

时候会掉课，就是第二轮选课后可能会掉课，第

一轮选课的时候明明选上了，第二轮选完课查看

结果之后就发现有一节没了，掉课的时候我都无

语了。”T3：“学校选课系统常常崩溃，在选课、

抢课时浪费时间，不断掉课的同学的选课过程要

持续一两个月关注选课通知，劳心费神。” 

    (三) 学分制改革的优化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地方高校学分制改革过

程中有两条逻辑在交互发挥作用：一是改革的资

源依赖逻辑，二是改革的资源—制度匹配逻辑。

在学分制改革的过程中，教学资源和制度供给匹

配是学分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学分制改革依赖以

优质课程资源为代表的丰富教学资源和以与课

程资源相匹配的选课制度为核心的均衡的制度

安排。如图 1 所示，学分制改革最理想的状态是

Ⅳ，教学资源足够和制度供给均衡。在学分制改

革过程中，不同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沿着制

度改进或教学资源改善两条路径进行优化，如从

Ⅲ→Ⅳ和Ⅱ→Ⅳ的路径进行运作，也可以从制度

改进和资源改善两个维度同时进行，从Ⅰ→Ⅳ路

径进行运作。 
 

 

图 1  学分制改革优化路径 

 

    (四) 学分制改革的具体操作 

    学分制改革既是一场制度移植和再造，也是

教学资源的一次再激发和再配置。在学分制制度

移植和再造的过程中，制度准备不足、制度设计

缺陷、制度执行偏差、制度冲突激发都会影响学

分制制度优势的发挥。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在

制度准备阶段，要重点解决学生“自由的烦恼”

和教师“自由的抵触”。学分制给予学生更大的

自由，而这种学习自由效益的发挥需要以激发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主性为前提。只有通过入学

教育、选课指导等措施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与自觉性，才能真正发挥学生学习自由的制度

优势。此外，学分制不可避免地导致高校内部教

育主体之间的竞争导向不断增强，有可能造成老

师对这种“自由”存在抵制情绪。在制度设计过

程中，要把握一个“度”。在推行学分制及学习

自由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即

改革的进度和学生的学习自由度。学习自由控制

在何种“度”的范围之内，这方面的争论几乎没

有停过[2]。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学生学习自

由的“度”是与学校资源能力直接相关的，如果

改革的制度设计超过了学校资源的承载力，很有

可能导致学分制的运行陷入混乱。在解决制度冲

突过程中，要识别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学分制改革既是一场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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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利益和观念的调整。一旦迈入学分制的大

门，就会面临一连串现实问题，但是同一个问题

用不同的价值取向去看待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

貌。这里面，一方面既面临各种制度带来的利弊

的取舍，同时也有价值取向选择的需要。在此情

形下，需要的不仅是注意学分制的形式，更要重

新审视其实质，明确到底是以谁为中心。基于以

上分析，本研究形成了学分制改革的过程逻辑模

型(如图 2 所示)，即在现有教学资源的约束下，

构建与现有教学资源相匹配的学分制运行制度

安排，通过系统性改革在发挥学分制制度优势的

同时实现教学资源的扩充。 

 

 
图 2  学分制改革的过程逻辑模型 

 

    五、结论与启示 

    文章以 H 大学学分制改革的探索过程作为

研究对象，详细介绍了地方高校 H 大学学分制改

革的实践探索过程，揭示了地方高校学分制运行

机理的基本逻辑。研究发现，地方高校在学分制

改革过程中有两条逻辑在交互发挥作用：一是改

革的资源依赖逻辑，二是改革的资源—制度匹配

逻辑。学分制改革依赖以优质课程资源为代表的

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以与课程资源相匹配的选课

制度为核心的均衡的制度安排。课程资源不足和

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学分制改革

的成效。作为一场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改革，学分

制改革过程中制度准备不足、制度设计缺陷、制

度执行偏差、制度冲突激发也是影响学分制改革

成效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学分制制度优势的发

挥。具体而言，在学分制改革的制度准备阶段要

重点解决学生“自由的烦恼”，在制度设计过程

中要重点把握一个“度”，在制度冲突解决过程

中要注意识别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地方高校探索学分制改

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

文从加强资源供给、优化制度安排和建立制度反

思机制 3 个方面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提高课程资源供给能力和教学管理信

息化水平。学分制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选择和学

习自由，但是学生的这种自由是以丰富的课程资

源为基础的，在课程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实行学分

制改革往往举步维艰。抓住了课程资源这个主

线，也就抓住了学分制的“牛鼻子”。本文研究

发现，课程资源不足和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

会直接影响学分制改革的成效。丰富的课程资源

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课程数量充足，二是课程质

量提高。部分地方高校在师生比、人均教学经费、

硬件设施等办学条件方面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

往往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在现实条件受限的情

况下，地方高校可以通过深挖课程潜力(必要的情

况下周末安排课程)、引进慕课、鼓励教师开课、

落实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等制度安排来扩大课程

供给量。探索和其他高校建立校外选课、学分互

换等制度，让学生在课程选择方面拥有更大的自

主权，享受其他高校优质的教学资源，避免出现

“只能这样选”的尴尬局面。同时，要加强课程

建设，坚决淘汰“水课”，全力打造“金课”。尽

量让学生都能有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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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去学习。此外，提高教学管

理信息化水平也是实行学分制改革的必要条件。

学分制增加了排课、选课、学籍管理、考试安排

等教学管理环节的复杂性，对教学管理信息化水

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应该成为学校硬件改善

的优先选项。 

    第二，优化学分制改革的制度安排。首先，

要重点解决学生“自由的烦恼”和教师“自由的

抵触”。学分制促进了教学主体之间的竞争，很

有可能让部分教师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广泛的

宣传、理解和认同是学分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此

外，尽管学分制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学习的制度环

境，但是如果学生没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或者自主学习意识不强，最后自由的结果可能是

学生多出了自由的焦虑和选择的困难。学分制的

运行需要学生对选课规则、人才培养方案等有全

面的理解，这需要学校在入学教育时通过讲座、

主题班会等给予学生足够的指导。可以通过思政

引领、社团活动、校园文化形塑、师兄师姐传帮

带、相关课程引导等途径帮助学生及早明确大学

生涯规划，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其

次，制度设计要重点把握一个“度”。做好主核

制度设计的同时，各项配套制度之间也要互相协

调、有机衔接，提高制度运行的协调性。如可以

扩大教考分离范围、改革教学评价规则等促进教

师提高教学水平。最后，尝试新的制度校本化引

入和探索。如可以通过实行书院制、新型宿舍管

理模式等缓解学分制内部隐含的制度张力，通过

制度供给缓解制度不均衡。 

    第三，建立学分制运行反思和纠偏机制。一

方面，从制度设计到制度落实往往有一条深深的

鸿沟，在学分制改革过程中，那些设计之初看似

美好的制度有可能一直停留在纸上和人们的期

盼之中。学业导师制度作为学分制的“硬核”制

度，是应对学分制本身内部制度冲突的有效制

度，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沦为形式。另一方面，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最初的制度设计不一定是完

美的，其内部隐含着天然的缺陷，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才会显示出来。这种制度设计缺陷在学分制

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同时，制度执行偏差、走

样也是制度设计之初难以预料的。比如，学生选

课过程中的投机行为、从众心理等。此外，随着

外部环境的变化，原先设计的制度往往面临新的

境遇，在新的情境下有可能需要对其进行修正，

从而使其更具适应性。制度设计缺陷、制度执行

偏差、制度冲突激发等情形都预示着建立学分制

运行反思和纠偏机制的必要性。一旦迈入学分制

的大门，就会面临一连串现实问题。因此非常有

必要通过建立学分制运行的反思和纠偏机制，对

学分制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不足

等进行系统的总结，及时纠正学分制改革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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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urgent nee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redit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o bring credit system play its role so as to solve the 

long-term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 series new problems and 

new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a typical local H university, 

and through the inline single-case explor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detailed analysis about the process 

law of the credit system reform followed by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logic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edit system reform, one is the dependent logic of reform resource 

and another is the matching logic between the reform resource and system. The credit system reform relies 

on the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represented by high-quality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the balanced systematic 

arrangement matching the teaching resource, among which lack of course resource and the low-quality 

information level are the key teaching resource greatly influencing the effect of loc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redit reform. The insufficiency of systematic preparation, the defect of systematic design, the deviation of 

systematic performance, and the conflict of system are the main elements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redit reform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credit system. In the stage of preparing credit system 

reform, we should focus on solving students’ “freedom worries”; in the system design stage, we should focus 

on grasping a “degree”, and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system conflic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dentifying 

“real problems” or “false problems”. Finally,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r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credit system; qualitative research; first-rat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rocess logic; lo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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