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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研究

岳文赫ꎬ张慧彦ꎬ周鲜华

(沈阳建筑大学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进程的深入推进以及“毛入学率”的逐年提升ꎬ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已经步入了后大众化阶段ꎮ 针对这一阶段具有的招生规模大、教育模式多样

化、学生个性化、推广应用型本科教育等 ４ 个特点ꎬ提出了“独具匠心”的教育理念:
开展差异化和个性化教育ꎻ实施开放教育ꎬ共享课程资源ꎻ培育高校教师的“工匠”
精神ꎻ倡导包容教育理念ꎮ 以期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ꎬ使我国高等教

育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ꎬ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关键词:后大众化ꎻ高等教育ꎻ发展理念ꎻ独具匠心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一、后大众化理论的提出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Ｍａｒｔｉｎ Ｔｒｏｗ) [１]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论的创立者ꎮ 他根据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３ 个阶段ꎮ
他认为精英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１５％以内ꎬ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为 １５％ ~ ５０％ ꎬ而普及化教育阶段的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应在 ５０％以上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日本广岛大学的有本章[２] 教授

正式提出了“后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ꎮ
他发现高等教育在实现普及化之前有一个相

对平缓的“平台期”ꎬ这段时期被称为高等教

育后大众化阶段ꎮ
我国学者蒋文亮、卜雪梅[３] 认为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居于 ３６％ ~ ５０％ 时即属于后大

众化阶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的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对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５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进行了统

计ꎬ具体数据如表 １ 所示ꎮ ２０１５ 年ꎬ我国高

等院校在校生规模达 ３ ７００ 万人ꎬ位居世界

第一ꎻ各类高校 ２ ８５２ 所ꎬ位居世界第二ꎻ毛
入学率 ４０％ ꎬ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表 １ 的统

计数据显示ꎬ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后
大众化”阶段ꎮ

表 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 ％

年份
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
年份

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

１９９９ １０. ５０ ２００８ ２３. ３０
２０００ １２. ５０ ２００９ ２４. ２０
２００１ １３. ３０ ２０１０ ２６. ５０
２００２ １５. ００ ２０１１ ２６. ９０
２００３ １７. ００ ２０１２ ３０. 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９. ００ ２０１３ ３４. ５０
２００５ ２１. ００ ２０１４ ３７. ５０
２００６ ２２. ００ ２０１５ ４０. 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３. ００ ２０１６ —

　 　 注: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ꎻ２０１６ 年数据官方暂未公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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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１.招生规模大

高校扩招促使我国迅速进入高等教育后

大众化发展阶段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我国高等

教育总规模、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以及

在校生人数都十分庞大(见表 ２)ꎬ招生数量

总体上持续增长ꎮ 江苏、北京、上海等高校集

中的省、市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或

步入普及化阶段ꎮ 预计到 ２０１９ 年ꎬ我国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５０％以上ꎬ进入高等

教育普及化阶段ꎮ 这说明ꎬ未来几年我国将

进一步维持和巩固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

体系ꎮ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生规模情况

年份
各类高等教育招

生规模 / 万人

本专科招生

规模 / 万人

本专科招生规

模增长率 / ％
在校生

人数 / 万人

在校生人数

增长率 / ％
毕业生

人数 / 万人

毕业生人数

增长率 / ％

２０１０ ３ １０５ ６６１. ７６ ３. ４８ ２ ２３１. ７９ ４. ０６ ５７５. ４２ ８. ３４
２０１１ ３ １６７ ６８１. ５０ ２. ９８ ２ ３０８. ５１ ３. ４４ ６０８. １６ ５. ６９
２０１２ ３ ３２５ ６８８. ８０ １. ０８ ２ ３９１. ３２ ３. ５９ ６２４. ７３ ２. ７３
２０１３ ３ ４６０ ６９９. ８３ １. ６０ ２ ４６８. ０７ ３. ２１ ６３８. ７２ ２. ２４
２０１４ ３ ５５９ ７２１. ４０ ３. ０８ ２ ５４７. ７０ ３. ２３ ６５９. ３７ ３. ２３
２０１５ ３ ６４７ ７３７. ８５ ２. ２８ ２ ６２５. ３０ ３. ０５ ６８０. ８９ ３. ２３

　 　 注: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ꎮ

２.教育模式多样化

(１)民办高校数量增多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我国民办高校数量呈增长趋势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我国有正规民办高校 ７２２ 所ꎬ
分布在全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ꎮ 民办高校本

科类院校数量达 ４１６ 所ꎬ占民办高校总数的

５８％ [４]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

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民办学校创新体制机

制和育人模式ꎬ提高质量ꎬ办出特色ꎬ办好一

批高水平民办学校” [５]ꎮ 公办高等教育与民

办高等教育共同发展有助于加快高等教育后

大众化进程ꎬ实现普及化ꎬ为我国从人力资源

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作出贡献ꎮ
(２)网络教育方兴未艾ꎮ 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ꎬ“互联网 ＋ 教育”产生了全新的教育

形式ꎬ虚拟大学、大规模在线教育以及网络学

习等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ꎮ 网络课堂可

以使不同背景、年龄、经历和学习需求的高等

教育受众群体接受到更加多样化的教育ꎮ
３.学生个性化

个性化要求尊重受教育者独特的个体发

展ꎮ 同一所高校的学生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

和经历ꎬ这些学生群体的品质、人格、兴趣爱

好都会存在众多差异ꎮ «教育规划纲要»指

出:“关心每个学生ꎬ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

生动活泼地发展ꎬ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ꎬ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ꎮ” [５]

因此ꎬ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ꎬ需要根据学生

的特点以及胜任力因材施教ꎬ尊重学生个体

的独特性ꎮ
４.推广应用型本科教育

«教育规划纲要»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ꎬ“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ꎬ着力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

能力” [５]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ꎮ 要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

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ꎬ促进形成“崇
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ꎬ
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６]ꎬ引导

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鼓
励有意愿的试点高校率先探索应用型发展模

式ꎬ从而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教
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记者会上表示ꎬ将推动地方高校率先向应用

型转型ꎬ从培养理论性人才转到培养技术技

能型人才ꎬ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素质ꎬ增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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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职业能力ꎬ适应当前企业转型需要ꎮ
后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职业化不但有

助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社会

适应能力ꎬ促进就业、改善民生ꎬ也会推动高

等教育的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ꎮ

三、后大众化时代“独具匠心”的教育

理念

１.实施差异化、个性化教育

“独”指的是在教育中遵从差异化、个性

化的教育理念ꎮ 个性化教育是在学习者个性

特征与学习环境之间努力达到的一种平

衡[７]ꎮ 在后大众化时代ꎬ学校不再采用工业

时代的教育模式ꎬ学生也不是处在工业化生

产的流水线上ꎬ学校通过多样化的内容和方

式ꎬ采取个性化、特色化的手段ꎬ适应个体的

差异ꎬ使每一个学生充分认识自己ꎬ促进个体

生命更好地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ꎮ
(１)建立国内外高校联盟ꎮ 在大学教育

过程中ꎬ要关注学生的需求ꎬ根据学生胜任力

的差异ꎬ提供弹性化的学习环境及宽泛的学

习路径ꎬ允许部分学生转专业ꎮ 实现国内外

高校间联盟合作ꎬ针对部分专业共同制定培

养方案或开展双学位教育ꎬ国内外校际间互

认学分ꎬ允许学生多样化地学习ꎬ以提高高等

教育的适应性ꎮ
(２)实行导师制ꎮ 在教师队伍中选拔导

师ꎬ实行导师制ꎮ 导师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以

及心理健康等方面予以持续关注和个性化辅

导ꎮ 学生在与导师相处的学习过程中获取知

识ꎬ锻炼思维能力ꎬ提升人际沟通能力ꎮ
(３)建立特色课程体系ꎮ 在培养方案和

教学计划上注重个性化和公开化ꎬ建立特色

课程体系ꎬ构建“通识课 ＋ 专业核心课 ＋ 专

业选修课 ＋自由选修课”的课程体系ꎮ 打破

学科壁垒ꎬ既为学生主修的专业打下良好基

础ꎬ又有利于其培养跨学科学习和研究的科

学思维ꎮ
(４)丰富教学模式ꎮ 在教学模式上ꎬ通

过探究参与式教学ꎬ鼓励学生主动积极思考ꎬ
使其有机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观点ꎮ 通过体

验式教学ꎬ令知识学习更加生活化和趣味化ꎮ
(５)优化课程考核方式ꎮ 根据课程目标

灵活地采用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考核方式ꎮ
教师可以采用课堂讨论、随堂测验、课后作

业、期末笔试、口试等考查类型ꎮ
２.共享课程资源ꎬ推广开放教育

“具”是指汇聚国内外资源ꎬ体现后大众

化时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ꎮ ２００１
年ꎬ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件运动标志着开

放教育的兴起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２００２
年提出将开放课件发展为开放教育资源ꎮ
２００３ 年ꎬ我国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 [８]中ꎬ启动国家级精品课程、新教材

建设和双语课程等方面的建设ꎬ推动了我国

高校优质教学资源的开放与共享ꎬ使更多大

学生都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ꎮ
(１)推广“慕课”ꎮ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

以及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ꎬ学习者可以在网

络中通过各种形式建立学术共同体ꎬ实现无

障碍交流与探讨ꎬ增强了学习动机ꎬ改善了学

习结果ꎮ ２００８ 年ꎬ由戴维科米尔、斯蒂

芬唐斯以及乔治西蒙斯一起创造的大规

模开放网络课程(ＭＯＯＣｓꎬ也称“慕课”)作

为一种新的教育技术ꎬ通过提供免费开放的、
前沿性的课程ꎬ降低了高等教育成本ꎬ迅速流

行ꎮ
通过“慕课”里共享的课程资源ꎬ各年龄

段、各阶层的学习者可以无障碍、自由地学

习ꎬ并将知识提高到更高的社会层次ꎬ从而能

提高学习的质和量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

公平ꎮ
(２)打造国际化交流平台ꎮ «教育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
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５]ꎮ 大量海外留学

生ꎬ外国学者、专家和顾问可以通过在世界各

地举办的国际专业会议以及学者之间的信件

往来ꎬ促进教育国际化的相互发展ꎮ 推进教

育国际化ꎬ对于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ꎬ进入人

力资源强国行列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为了更适应后大众化时代ꎬ迎接普及化

高等教育ꎬ我国应该进一步提高课程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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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化水平ꎮ 接受更多的国外留学人员ꎬ
提高外国留学生的比例ꎬ开放教育边界ꎬ扩大

教育国际化程度ꎬ促进高等教育的跨境服务ꎬ
才能更好地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ꎬ充实和

丰富我国教育ꎬ推动高等教育全面国际化和

全球化ꎮ
３.培育高校教师的“工匠”精神

“匠”指的是高校教师作为高级技术工

作者ꎬ应成为学校中的工匠ꎬ并发扬工匠精

神ꎮ 著名教育专家、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９]

认为教师既是在复杂的知性实践中寻求高度

反思与判断ꎬ用最先进的知识和最高的智慧

来工作的“专家”ꎬ同时也是通过经验积累、
默默地尽全力将工作做好ꎬ练就了经验与智

慧的践行教育实践的“工匠”ꎮ
工匠需要倾听客人的需求ꎮ 在高等教育

多样化、学生个性化的后大众化时代ꎬ高校教

师也应该重视“倾听”ꎮ 一方面ꎬ教师通过倾

听学生的、教材中的和自己内心的声音ꎬ去探

究当前学习展开的潜在可能性ꎬ正如木匠从

木料中看到其雕琢的潜在可能ꎮ 另一方面ꎬ
教师通过“倾听”去接纳学生ꎬ接受教材的课

题ꎬ接受自己内部的声音ꎬ在课堂中开展对话

式的交流ꎬ提升自身的工作ꎮ 教师间通过

“学徒制”的方式“模仿”ꎬ传承与学习技艺或

技能ꎮ 教师谨言慎行ꎬ诚恳工作ꎬ细致周到ꎬ
勾勒教学改革的愿景ꎬ通过积极的实践形成

自我风格ꎮ 教师还应保持向同事学习的动

力ꎬ反思、弥补不足ꎬ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ꎮ
教师只有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尊严ꎬ尊重

教材的可能性与发展性ꎬ关注自身的教育哲

学ꎬ方能获得令人信赖的“工匠气质”ꎮ
４.倡导包容教育理念

“心”是指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
育机构以及高校师生间应该怀揣包容之心开

展教育ꎮ 在精英化阶段ꎬ高等教育是排斥性

的ꎮ 随着大众化的不断推进ꎬ排斥性不断降

低ꎬ高等教育焕发出极大的包容性ꎮ 包容教

育理念下的高等教育能够容纳更大规模的受

教育者ꎬ使不同的受教育者都能从教育活动

中得到锻炼和提升ꎬ也使高等教育更加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ꎮ
(１)大力促进高等教育公平ꎮ 在推动高

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ꎬ我国逐渐将工作重点

聚焦到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升学压力较

大的中西部省份ꎮ 教育部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实

施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和«中
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给
中西部学生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教育机会ꎬ促
进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ꎮ «教育部 ２０１７ 年工

作要点»提出:“确保 ２０１７ 年高考录取率最

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至 ４ 个百分

点ꎬ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专项计划ꎮ” [１０]

(２)文化包容ꎮ 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ꎬ
高校要站在全球视野ꎬ塑造包容和谐的大学

文化ꎬ引领社会文化发展ꎮ 高校要洞察世界

文化交流和发展的规律ꎬ在国际交流和教育

的全球化背景下尊重差异、促进多元文化的

交流、包容与融合ꎬ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教育

理念与制度ꎬ开展跨文化教育ꎮ
(３)培养学生的包容心态ꎮ 建议各高校

开展包容教育ꎬ培养大学生的包容心态ꎬ让学

生懂得尊重、学会共存ꎮ 高校教师尤其是思

想政治工作者要引导大学生用豁达的心态处

理问题ꎬ谦让大度ꎬ避免偏激ꎬ让学生学会发

现生活之美ꎬ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ꎬ逐步培养

学生包容学校、包容社会的心态ꎬ使其能全面

分析问题ꎬ不偏激ꎬ着重培养学生服务祖国、
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ꎬ使其成长为具有包

容精神、包容责任及包容能力的人ꎮ

四、结　 语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

中的一种必然规律和趋势ꎮ 在此阶段ꎬ高等

教育具有极大的包容性ꎮ 高校通过多样化、
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教学内容和方式ꎬ满足学

生的不同需求ꎬ使他们发挥出各自的优势与

潜能ꎮ 开放的教育资源推动了教育的公平发

展ꎬ并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接受国际化教育

的机会ꎮ 此外ꎬ高校教师通过与同事和学生

的沟通与交流ꎬ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模式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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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己的学习能力ꎬ并在“独具匠心”的教育

理念指引下ꎬ开展教育教学工作ꎬ推进高等教

育健康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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