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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大洗牌”，未来如何布新局
新增1673个，撤销1670个，改革浪潮中多所高校推出产教融合新方案

学着学着
成了“关门弟子”

今年9月26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
吴岩表示，12年来，新增本科专
业布点数2 . 1万个，撤销或停招
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
点数1 . 2万个。教育部开展了一
场数量足够多、力度足够大的学
科专业结构调整。今年共增设国
家战略急需专业布点1673个，撤
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
布点1670个。

得知所读专业将被撤销后，
成了“关门弟子”的余明自嘲从
此“没有考研压力，只有生存压
力”。他打算利用即将到来的寒
假时间多去企业实习，把策划案
写作等课堂知识用到实践中，不
断打磨技能，为就业做好充足准
备。

同样在重庆一所高校就读
的大三学生张丹（化名）也得知
了自己所学的广播电视学专业
将被撤销的消息。她发现虽未有
官方文件出台，但是学院官网上
已经找不到该专业介绍。她细细
对照过新一届本科生的课表，发
现课表中新增了不少与智能传
播相关的课程。张丹和同学们感
觉：学院的专业调整还处于过渡
状态。

在采访中，不止一位在其他
高校就读的学生称，尽管自己所
读专业并未被撤销，但是与其他
专业合并重组改名后，继续招
生。

本科专业布点撤销，招生停
止，记者在采访多位学生时，言
谈之间也能感受到学生对本专
业布点被撤后的各种担忧。

“学科专业的调整优化，归
根结底就是要保障专业设置质
量，引导高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
培养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
院长房海蓉告诉记者。

专业调整是高校教学的常
态。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院副
院长刘海波告诉记者，学校一直
在主动调整本科专业设置。目
前，该校已撤销了材料化学、政
治学、行政学等本科专业布点。

“学校调整本科专业的依据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判断专
业是否满足国家战略以及东北
振兴的相关需求；二要看专业是
否跟学科发展方向保持一致。”
刘海波提到，学校在专业调整中
不断突出院校特色，如强化船舶
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
应用等船海学科优势。

北京交通大学亦是如此。据
悉，近5年来，该校新增了智能装
备与系统、数字经济、智能运输
工程、智能建造等多个新专业。

针对近年本科专业调整的
大动作，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
心办公室执行主任、山东大学本
科生院副院长申树欣在一个论
坛上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从专业
调整的规模幅度和速度来看，文
科专业一直动作明显。近年来，
文科撤销专业的数量逐步增加，
部分学校撤销了公共事业管理、

信息管理等专业，新增了网络与
新媒体等专业。“在推动新文科
建设过程中，增加专业的同时，
也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进
行撤销或者停招。”

治理专业不适配
越来越迫切

今年，1670个不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的专业布点被集体撤销，
吴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调整
力度应该说是空前的。”

回顾本科专业调整的过往，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邬大光
记录下这样一则故事：2016年某
所大学最先拉开了“砍”学科和
专业的帷幕，当时的厦门大学也
曾有此“动议”。

记者今年在多个论坛中发
现，本科专业如何满足市场需求
的话题成为教育界讨论的热点。
前不久，在重庆举办的第62届中
国高等教育博览会上，多所高校
的教育工作者直言，需抓紧解决

专业适配性问题，以本科专业布
局为抓手，加速调整其与市场的
供需关系。

邬大光在论坛上提出：“要
重新认识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关
系，就是供需关系；重新认识我
们的专业；重新认识我们的管
理；重新认识人才培养体系、培
养方案、特征。”

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邬大
光认为如今大学的课程、教材、
教学方式严重落后于企业的科
技发展水平。此外，部分高校仍
要求老师必须按照教材讲解，不
能脱离教学大纲，这会导致老师
们“越教越旧”。

他认为，高校教育工作者需
要从产业链的思维来判断，学科
专业是否对应产业链的不同环
节人才需求。此外，还要摆脱专
业目录限制，让专业适应市场需
求。

今年，在教育部的多份文件
中，专业调整的动作越来越大，
指向性越来越明显。

今年3月底，教育部还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
其中一大明显变化在于，《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
简称《专业目录》）要每年更新。
高校本科招生专业要按照新公
布的《专业目录》执行。此前，《专
业目录》更新时间间隔较长。此
外，通知强调，连续5年停止招生
且无在校学生的专业，原则上应
予撤销。

教育部前不久印发的《关于
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提
出了与就业相关的“红黄牌提示
制度”，即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
整优化，主动布局新兴学科专
业，扩大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布
点，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
红黄牌提示制度。

房海蓉认为，要引导高校有
序淘汰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专业。连续5年停止招生的
专业往往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
社会需求。

多所高校在撤销本科专业
布点的改革浪潮中，正不断调
整、优化、创新培养方案。在哈尔
滨工程大学，课程项目化、数字
化、综合化的改革正在进行，改
变传统知识教授方式，用项目形
式串联起课程内容，打通不同课
程的知识点。刘海波提到，撤销
本科专业布点后，部分教师会转
岗教授相近专业的新课程。但从
整体的专业布局调整来看，“对
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了
更多挑战”。

以产业为导向
成专业布局新态势

今年，在北京一所高校的招
聘会上，一家新能源研发公司的
招聘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正
在加大固态电池的研发力度，更

倾向于寻找实践能力强并取得
成果的硕博毕业生，便于入职后
能快速上手。另一家从事勘测设
计的研究院招聘人员多年参加
校园招聘。该人员告诉记者，近
两年公司将人工智能作为核心
战略方向，对学生的能力要求也
发生了变化。

市场在变，需求在变。为应
对就业市场发展的新需求，多所
高校纷纷布局产教融合的新方
案，加强专业教育与产业的适配
性，让“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
改革方向更显著。

“要改参观实习为实战实
习，真刀真枪练，让学生深入体
验、服务企业。”湖北工业大学党
委书记彭育园介绍，在产教融合
方面，湖北工业大学加强产业学
院建设，拓展产教融合途径，完
善产教融合机制。如今湖北工业
大学已建成多个产业学院，包括
芯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智能
制造、数字艺术产业学院等；“沃
德班”“敏实班”等校企合作班也
相继成立。

彭育园表示，湖北工业大学
为对接区域重点产业的人才需
求，新增了10个新工科专业，对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等26个传统工
科进行转型升级，增开社会急需
的“微专业”，实现九成以上专业
与湖北省十大重点产业的紧密
对接，八成以上专业与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紧密对接。

“要拆除‘隔墙’建专业，推
倒‘围墙’办大学，跨越‘城墙’谋
发展。”在一场论坛上，温州理工
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周文龙提
出，要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深化校城互动融合。

人才、项目、产业等成为本
科专业布局趋势里的关键词。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斗政策法规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君琳多年
来从事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在

“北斗工程”中，杨君琳见证了不
少年轻人的成长成才。要培养出
肩挑担子的年轻人，杨君琳认为
随着科技的创新突破，多学科的
交叉融合越来越重要，这对培养
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提出了更高
要求。

她说：“培养高水平复合型
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重
大任务为牵引，既要注重多学科
的培养，又要突破专业领域，通
过建立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
跨组织联合培养的机制，推进政
府、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跨界合作，一体化培养人才。”

今年，“一破一立”“一撤一
增”，一大批本科专业暂时退出
了历史舞台，高校教育的人才培
养格局正在加速调整。

若将视野放宽，从长远来
看，这一轮大批本科专业被集体
按下了“暂停键”，是给专业调整
与转型留下了反思复盘的时间。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
高等教育布局”绝非一句口号。
接下来，专业、院系乃至学校都
要思考：如何在发展的大浪中明
确办学定位，实现分类特色发
展，提升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的
适配度，在不同赛道上脱颖而
出。综合中国青年报、央视网等

“没有2025级的学弟学妹了，专业停招。我们真成‘关门弟子’了。”前不久，在辽宁一
所高校读广告学的余明（化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老师在课堂上告知，此后自己所在
专业将不再招收本科生。今年，多所高校陆续宣布拟撤销本科专业布点，如四川大学拟撤
销音乐学、表演、动画、保险学、广播电视学等31个本科专业布点。高校本科专业迎来前所
未有的“大洗牌”。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高校教师、管理者与学生，深度探究大批本科专业“退场”背后
的调整逻辑是什么？教师、本科专业未来将会如何“布新局”？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