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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专业内涵发展的 

路径与实践 
 

一、成果形成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本科是根本、一流学

科是条件、一流专业是基础。2004 年起，四川大学持续开展教育思

想大讨论，顶层设计全员参与，凝聚专业内涵建设共识，将多学科交

叉育人理念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探索专业综合改革路径。 2017年提

出“办最好的医科，办一流的文科、理科和新工科”学科建设目标和

“控制规模、促进交叉、提升品质、彰显特色”专业建设原则，以一

流专业建设为一流人才培养的核心抓手，推动一流大学建设，并取得

以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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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足学校定位和学科生态，大力推进本科专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形成“文优-理进-工改-医强”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思路。

按一流学科布局和专业建设原则，通过缩减、改造、撤销、优先发展

等，做优专业结构调整；依托拔尖计划 2.0、强基计划，构建‚数理

化、文史哲、生化医‛大平台，做强基础学科专业；对接国家重大战

略，打造‚四新‛专业特区，做亮优势特色专业。本科专业由 143个

缩减到 105 个，获批 93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数量得

到控制，质量明显提升。 

（2）深化专业综合改革，创造性开辟了“思政引领-通识奠基-

金课驱动-科教融合”的专业内涵建设路径，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全面

提升。率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人才培养全过程、全课程；百

廿川大通识教育夯实专业建设基础；跨学科‚探究式‛金课建设提供

专业建设核心动力；‚课践赛研‛一体化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19

个学生团队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斩获国家级金奖。 

（3）多路径探索跨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多点位创建跨学

科专业建设新集群，成功打造了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向本科专业建

设转化的样板间。将多学科交叉育人理念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实现跨

学科修读全覆盖。汇聚多学科优势资源，先行试点复合型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计划，创新打造数学经济学等‚基础+‛‚信息+‛‚医学+‛交

叉试验班、国重大师创新班和双学士学位项目等 23 个多学科交叉人

才培养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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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学校入选首批‚双一流‛高校建设名

单，荣获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首批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

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等称号。700余名高校领导

同行来校调研，相关成果被央视、新华网、科学网、《光明日报》等

数十家媒体多次报道，教育部官方网站专题报道了四川大学推进专业

建设内涵发展的做法，在全国高等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 

本成果有效解决了如下教学问题： 

（1）解决了专业设置求大求全，重数量、轻质量，不适应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问题。 

（2）解决了专业建设重外延、轻内涵，教育体系重知识传授、轻

能力培养，不足以支撑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的问题。 

（3）解决了专业发展过细过专，重学科、轻专业，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不足，缺乏面对未来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的问题。 

二、成果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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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制“路线图”，优化专业结构布局 

质量导向，优化提升专业结构。立足学科生态和专业布局，在学

科规模已经从71个调整至59个的基础上，结合专业认证与评估结果，

通过‚缩、改、撤、优‛等举措优化专业结构，构建与一流学科相适

应的一流专业体系。 

主动布局，对接国家战略设立“四新”专业。注重文理交叉，布

局网络与新媒体等新文科专业；汇聚多学科优势，新建人工智能等新

工科专业，设立口腔数字化技术、医学技术与智能制造等双学士学位

项目。 

提质培优，促进一流专业与基础学科协同发展。推进‚六卓越一

拔尖‛计划，在7个国家级拔尖学生培养基地、9个‚强基计划‛基础

上，持续推进一流专业建设，推进与美国匹兹堡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

合作共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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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耕“培育田”，促进专业建设提质增效 

思政引领，以课程思政榜样教师和课程为点、优秀案例库为线，

实现思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入专业教育全课程。 

通识奠基，构建以‚一个目标、两条主线、三大先导课、五大模

块、百门金课‛为主体的通识教育新体系，杰出教授和院士领衔开设

课程，组建强强合作的跨学科教学团队优化教学内容和课程设计。建

立健全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工作小组等组织机制，推进‚提供

一坛既富含‘复合维生素’又富含‘丰富乳酸菌’的‘泡菜水’‛的

川大风格的通识教育新体系建设。 

金课驱动，设置课程首席教授，培育互补型主讲团队，实施跨学

科研究型课程建设计划，实施‚好课‛准入、‚金课‛激励和‚水课‛

退出机制，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实施通识核心课程 ‚一课一书‛ 教

材建设计划，保证高水平教材进课堂。 

科教融合，校企联合开设创新实验实践课程，校地协同共建科创

型实习基地、实践平台；以‚大创‛项目为基础，以‚互联网+‛等

竞赛为牵引，‚课践赛研‛一体化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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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造“样板间”，创建多学科交叉专业集群 

面上覆盖，整合 12 个学科门类各级重点学科的教学科研资源，

建立灵活的跨专业选课、转专业、主辅修、双学位机制，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首创跨学科修读 4学分专业课，实现跨学科教育全覆盖。 

点上突破，院系合作试点开设‚计算生物学‛等交叉专业试验班

和‚医学+‛‚信息+‛等双学士学位项目，院士等大师领衔开设‚生

物国重‛等跨学科创新人才样板间，设立‚跨学科专业-贯通式人才

培养专项‛，多点探索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平台支撑，启动‚创新 2035‛先导计划，组建跨学科跨学院教学

科研团队，首创‚数理力、文史哲、生化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平

台，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平台支撑；创设‚玉章书院‛，打造跨专

业、跨年级的一站式学习生活学术社区，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

实施导师制和实验室轮转机制，推进‚学术导师+学业导师‛双导师

驻院制，举办多种形式的跨学科跨专业学术活动，为跨学科人才培养

提供制度保障，全面优化拔尖创新人才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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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的创新点 

1.理念创新，构建了一流专业与一流学科协同并进的新格局 

面向新时代国家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办学方向，首次

提出‚文优-理进-工改-医强‛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思路，制定‚控

制规模、促进交叉、提升品质、彰显特色‛本科专业建设原则，率先

探索出一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专业优化调整路径。

以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建设为引擎，突破延续多年的计划经济时

代行业模式下的传统专业设置体系，使‚好的更优、强的更壮、特的

更亮‛，在超大型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中，探索出一条一流学科与一流

专业建设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 

2.路径创新，四维并进萃取专业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新良方 

整合学校教学优势和科研强势等多领域资源，创造性建构了‚思

政引领-通识奠基-金课驱动-科教融合” 四维并进的专业内涵建设新

路径。以率先开展全过程、全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筑牢

学生思想阵地；以新时代通识教育体系建设为抓手，夯实学生全面发

展的基础；以川大特色“探究式”金课建设为支点，助力学生实现全局

性视野和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的进阶；以深度科教融合助力学生

实现就业实力和研究能力的飞跃，环环相扣，层层压实，为兄弟院校

深化专业改革、充实专业培养内涵提供了可借鉴的新实践方案。 

3.机制创新，点面结合探索跨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面上覆盖-点上突破-平台支撑‛，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多学科

优势，实现跨学科修读、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国际化教育全覆

盖；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以重大科研项目为牵引，从试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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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到先行先试开设数学经济学交叉实验

班，再到创建文理融通、医工融合的‚交叉实验班‛‚大师创新班‛

‚双学位交叉班‛，再到创设‚玉章书院‛，打造跨专业、跨年级的学

习生活社区，多点位构建跨学科专业建设新集群，多路径探索了跨学

科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创建了一系列与多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相

适应的人事管理与绩效考评奖励制度及新型教学管理体制，交叉专

业、交叉教学团队以及交叉教学平台均由学校统一规划、协调和组织，

为各类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上述探索与实践为综

合性大学将多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为专业发展新内涵、新

模式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1.一流专业建设成效显著，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稳步提升 

目前全校建有 23 个具有川大特色的跨学科、复合型交叉专业和

交叉培养试验班，共建 7 个国际合作办学专业，获批 93 个国家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占专业总数 89%，省级以上一流专业建设点占比达

100%。2016-2020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高于或持平于全国一

流大学平均水平，就业率保持在九成左右，深造比例整体上升，其中

近两届已高于全国一流大学平均水平。大师创新班、交叉学科试验班

等各类创新班平均深造率达 84.7%。近五年共有 3万人次以上学生获

得各类国家级奖励、6万人次以上学生获得各类省级奖励。近年毕业

生中独角兽企业创始人 7名，入选福布斯、胡润等各类榜单 5人，获

教育部创新创业英才奖 1 项。学生团队斩获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国

家级金奖 19 项。专业吸引力显著增强，近三年新生录取分数整体保

持稳定向上趋势，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吉林、广西等多个省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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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稳步提升，尤其四川省招生主代码提档线位次逐年上扬，其中 2021

年理工类较 2020年上升 2293位，学生生源质量大幅提升。 

 

 

 

 

 

2.教学科研融合共赢，教师发展群体效应凸显 

300余个基层教学组织常态化地进行教学研讨、交流碰撞，产生

了良性的群体效应，教学研究和教学能力大幅提升。‚校—院—基层

教学组织‛三级联动的教师教学发展体系规模不断扩大，5个虚拟教

研室获教育部首批建设试点，成立全国首个‚教师教学创客中心‛。

冯小明院士荣获 2020 年杰出教学奖，青年教师袁东智荣获第五届全

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医科组第一名和 2022 年度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教育部新工科项目第一批全部通过验收，其中 5项获得优秀，

位居全国第二。首批教育部新文科研究和实践项目申报 8项全部获得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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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涵建设催生新增长点，金课和金教材蓬勃涌现 

选树课程思政榜样课程 751 门次、案例库近 800 个。64 门课程

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其中线下一流课程（25 门）位

居全国高校榜首。打造 730 门通识教育模块课程，81 门跨学科通识

教育核心课程；出版 70 余种由我校教师担任主编、副主编的通识教

育课程教材；已建跨学科课程 450 门、校外专家课程 1011 门。202

门慕课在各大平台上线，选课人数近 600万人，复旦、厦大、北京理

工等学校利用我校 MOOC开展校内 SPOC教学，湖北民大、西北民大、

西藏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或西部学校引入了我校 MOOC 资源开展高质

量校内教学，华为等企业引用我校 MOOC开展员工培训，川大 MOOC从

校内到校外，走进兄弟院校，走进企业，走进百万学子的心中，社会

反响热烈。获批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 141 种、‚十二五‛规划

教材 51种、国家精品教材 20种。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各 1项，以主编或副主编获得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

14种。 

4.成果极具推广价值，引领示范作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成果主要完成人张红伟教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大会上

向教育部等部委领导、两院院士、清华大学等高校的书记校长和知名

专家等分享介绍四川大学本科教育内涵发展的经验举措。项目组成员

在全国性重要教育教学研讨会、培训会、报告会上分享课程建设、专

业建设和内涵发展经验近百场。校长李言荣院士应邀到各大高校和高

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等作专题报告逾百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

130 所高校、700 余名同行来校考察调研，高度肯定川大本科跨学科

人才培养理念先进、极具推广价值。四川大学以专业和课程建设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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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有关成果多次获得《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全国

教育新闻联播》《学习强国》和教育部官网等专题报道。2020年新华

社全文转载《锵锵鸣凤，通才练识——抗疫期间四川大学通识核心课

建设纪实》，当日阅读量过百万；2021年中国科学报以《通识教育须

坚持问题导向和未来导向》为题刊登李言荣校长的文章；2021 年教

育部以‚四川大学积极推进本科专业建设内涵式发展‛为题报道了我

校专业建设的举措；2022 年《全国教育新闻联播》专题报道《精研

‚川大特色‛在线课程 服务高校人才培养提质》，充分体现了本成果

的成效和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