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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科技是
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这其中，高等教育不仅在培养高层次人
才、推进科技创新、提供社会服务、践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责无旁贷，

同时也肩负着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
迈进的历史重任。

教育改革实践既是对教育价值的重塑，归根结底也是对人才标准的持
续提炼，它需要我们在教育理念、政策与制度、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
各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更加富有创新意义的变革；需要我们在教
学过程与环境、教育管理与评价激励等各个环节上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
施，持续保障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不断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十一五”时期，我校为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积极促进教育研究与
教学实践的相互结合，有效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坚持深入研究教学、齐心
培养人才的良好传统，以连续编辑出版教学改革研究论文集的形式，为广
大教师提供了有益的思想交流和经验借鉴的平台。这本论文集，适逢“十
二五”开局，我们拟通过汇集广大教师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多方面思考
和体会，集中反映我校教师为实现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而付出的最新努力，

展示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收获的最新成果。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清华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要注重更新教育观
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
准”。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教育观念的更新，都离不开对教育教学改革实
践的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愿我校广大教师认真贯彻落实胡总书记的讲
话精神，在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中取得新的进步。

周建设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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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素描＊

周建设

２０１１年８月７日至８月２７日，本人参加了由北京市委组织部、教工委

组织的北京高校领导干部赴英教育管理培训团，在英国境内进行了为期３周

的教育管理培训和实地考察。

虽然时间不长，但本人认为颇有收获，对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

状、教育管理体系、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障体系、国际化进程以及教育理

论研究有了初步了解。这对提高高教管理水平将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一、英国高等教育历史与现状

（一）历史
英国高等教育历史，通常从牛津大学建校算起。牛津大学究竟始建于哪

一个确切的年份，并不很确定。多数人认同它建于１１６７年。依此说，英国

大学至今已有８４０余年的历史了。牛津大学建校同期，中国建立金朝。牛津

大学Ｋｅｎ　Ｍａｙｈｅｗ教授介绍说，牛津大学现有的３８个学院和６个学堂中，

最古老的学院Ｂａｌｌｉｏｌ创建于１２６３年。这样看来，牛津大学经过百年探索，

在距今７３８年前就形成了大学学院制。继牛津大学之后，另一所古老的大学

是剑桥大学。

（二）规模
近４０年，英国高等教育规模发生了很多变化，大学数量扩大了，学生

提高了一倍。学生毛入学率达到了４０％—５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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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有１６６所，其中英格兰１３０所，苏格兰２０所，

威尔士１２所，北爱尔兰４所。大学有１１５所，大学学院有３７所，其他教育

机构１４个。

英国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因统计年份不一样，具体数字有细微差别。大

体说来，在校学生总数约２５０万人。其中本科人数２００余万，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４０余万人。２５０万大学生中，英格兰２００万，苏格兰２３万，威尔士

１２．５万人，北爱尔兰和其他教育机构１５万人。国际学生３８万（含欧盟学生

１２万）。大学的平均在校生１．４５万人，其中有５０个教育机构学生人数在

２．５万以上，曼彻斯特大学达到了４．５万名学生。

中国在英国的留学生，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类型都有，专业分布主要

集中在商科、管理、工程、教育和法律等。

（三）质量
英国高校质量排名位于全球前列。据２００９年上海交大排名，世界前５０

名高校中英国有４所。在２００９ＱＳ世界排名中，欧洲前十位高校，英国占８
所。５０％多的高校被评定为世界级优秀大学。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英国《泰晤士

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２０１１年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前十强中，英国占

２席（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其他８席，美国占７席（美国哈佛大学位列榜

首），日本１席（东京大学名列第８位），剑桥大学有诺贝尔奖者７８名，其中

国王学院有３０名专家学者获此殊荣。

（四）经费
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包括教学基金和研究基金。英国国家商业、创新和技

术部负责英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总体规划和预算。该部每年将国家预算的高等

教育经费交由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管理，并通过基金会分配给各高校。基

金会的拨款标准是学生数量、建筑设施改造、研究等主要方面。

学校的经费预算，除争取教学基金和研究基金外，还包括学生的学费以

及一些商业方面的收入。学生学费，部分由家庭直接支付，部分由贷款公司

给学生贷款。贷款学费的公司实际上也是政府机构。科研经费用来做项目。

政府研究基金委员会、公司和企业是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渠道。

英国大学的平均预算为１．５４亿英镑，其中有４０多所大学在３．５亿英镑

以上。

１９９８年以前高校没有学费，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每生每年学费１０００英镑，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为３０００英镑。２０１１年之前，高校的经费投入大部分为公共

经费。大致比例为政府分配经费占８０％，学校自筹经费占２０％。２０１２年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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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来源将发生重大改变，大部分经费将来源于学费。学校经费总比例为：

学校８０％，政府２０％。２０１２年起学生年学费为６０００—９０００英镑。

学校经费支出取决于学校的办学目标。学术研究型大学，研究经费比例

较高，同时花高薪聘请高水平教师。工资是学校的较大支出项目：一般教师

在３１００－５５２００英镑之间，高级管理人员在５２００－１２１５００英镑之间；教授

最高年薪在７９０００英镑左右；一般行政管理人员不等。

二、体制类型与管理体系

（一）体制类型
英国有１６０余所大学教育机构，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皇家

特许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罗素集团、１９９４集团等老牌大学。第二

种类型是公司制大学，如城市大学和新成立的大学。这两种类型大学的运行

模式不同，如牛津大学的管理是由其３０００名成员进行的，重大决定也由这

３０００人决定，享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英国的公司制大学，并不是营利

性教育机构。全英有１２０所大学均以慈善机构注册。

（二）管理体系
１．内部管理———理事会管理
理事会。理事会是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一般有１２—２０人，主

要来自学校之外的社区、企业等非大学单位，但牛津和剑桥大学除外，它们

完全由校内人员组成。理事会负责聘任校长，讨论预算，负责学校的发展战

略。发展战略关注的焦点有：卓越与公平、自主与大众、学术与商业、激进

与保守、竞争与合作、地方性与全球化等重大问题。

学校各下属单位负责人由校长选定。学校在学术上和组织上有高度的自

治权和自主权，大学内部组织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追求创新与高效。

不同学校的理事会组成成员数量与职能并不完全一样。伦敦都市大学理

事会由１４人组成，其职责是决定学校的重大发展事项，理事会会议定期２
个月召开一次。成员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社区、公司企业及相关教育机构的

人士，其职业背景不限于教育，也可以是商业、法律人士。他们知识丰富，

社会声誉良好。人员的选定是由一个半政府组织机构，发出通告，报名申

请，确定并报高等教育基金会审批。理事会成员一般是业余兼职、年龄较长

和愿意参与公共事业与公益奉献者，几乎没有报酬，任期３年，最多两任。

校长聘期是５年，大家满意可一直担任。大学校长的选定，对于公司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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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因资源较少需要懂管理的人员，要满足四个条件：筹集经费能力；具有

广阔的视野；在学术界有影响力；教育有突出贡献。而皇家特许大学，基本

侧重学术研究带头人。

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学校内部的教师和专业人员组成，负责制定

学术政策和质量制度。

管理人员。包括校长和其他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行

工作。

英国大学管理权正发生着变化，就是由教授决策转变为由行政管理人员

决策。专家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学校变得很大很复杂，大学的功能非常

多样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这就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员进行管理，

同时因是非国有机构，需要考虑的事项较多，如资金、借贷等等。另外大学

校长是管理的领头人，同时也是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２．外部管理———公共机构治理

英国大学联盟（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英国大学联盟是英格兰非营利的自治高等教育机构，由政府提供大部分

基金并监管，任务是协作高校，提供服务，代表高等教育领域与政府和媒体

沟通，研究高等教育的政策，分析其带来的影响；举办各种会议；国际合作

与发展。

英国大学联盟具有９０年的历史，有１３４个会员，由校长们所组成。大

学联盟实行董事会（主席团）领导，集体决策。董事会主席，选举产生，任期

两年。现任董事会主席是布里斯托大学校长艾立克，日常工作由行政总裁完

成，主席团成员有２４人，也经选举产生，一年召开４次会议，联盟现有８０
名员工。

英国大学联盟的高等教育国际部，工作经费主要由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

会、苏格兰基金会和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会提供。它的作用是研究国内外高

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高校领导了解教育形势，提供决策依据。具体

工作主要是信息搜集，分析研究各国高等教育的关注点、改革点；高校间的

协调与合作；政策协调，参与博洛尼亚进程，关于４７个国家间的学位和学

分互认等；组织和接待教育代表团。

英国北方高校联盟（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ｏｆ　ＵＫ，ＮＣＵＫ）

北方高校联盟成立于１９８７年，由位于英格兰北部地区的１１所大学组

成，理事会也由１１所学校人员所组成，办公地点设在曼彻斯特大学。该机

构与英国其他高校、澳大利亚和爱尔兰也有合作关系。该机构职员独立招

６

教育创新：发展中的新思考



聘，现有７０人，在北京设立一个办事处。

英国高校管理人员协会（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英国高校管理人员协会（简称 ＡＵＡ）位于曼彻斯特都市大学，成立于

１９６１年，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和提升在高等教育专业管理和服务领域人士的职

业认识和水平。高校管理人员协会拥有４０００多名会员，主要吸收高等教育

相关机构中从事教育管理、人力资源、学生服务、财政等管理人员，大部分

成员在英国，其他还有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际会员，另外还有英国的一些专

业机构，如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协会、高等教育学会等。

三、人才培养模式

（一）培养模式确定的背景
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与建立，离不开学校人才规格的确定，学校人才规

格的确定离不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由于社会人才需求趋向于学术性与技能

性的有机结合，需要复合型人才，因此目前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由学术型和

职业技术型逐渐趋向统一。传统的学术型高校，开始关注职业性，以前由地

方政府管理的职业技术学院，开始注重兼顾学术性。这就是英国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确定的社会背景。

（二）专业设置与关注要点
学校的专业设置注重与职业发展的密切联系，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专业

较少。比较热门的专业有商科、医科、教育和生物科学等，历史、文学等专

业的人数较少。注重从硕士教育、应用研究和知识成果转化方面促进专业的

发展。英国大学专业设置通常注重的几个焦点如下：

第一，设置课程注重学生体验（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在加强学生体验方

面特别考虑课程改革和评价方式的改革；考虑培养更强适应性的劳动者；注

重审视质量和学生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新的教学条件环境和新的媒体。要求教师一定要适应新环境以及

教学文化的变更，参加职业培训，学习教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如网络教学平

台，加强信息的搜集和研究。学校在新的教育技术条件下面临很大的挑战，

因为学生在学习体验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学生不是被动学习而是主动学习。

因此必须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

第三，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包括：（１）新条件下的混合的学习方式。有

的是面对面教学，有些是虚拟学习环境，两者充分结合。（２）教师应富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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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使用新的技术。（３）社区教学条件环境 ＷＥＢ２．０的应用，在网络平台上

与学生进行充分交流。（４）交互和移动技术的应用，建立虚拟世界，开发网

络游戏等。（５）把教学建设视同一个项目进行研究设计创作与实施。

第四，注重实习实训。２００４年布莱尔政府设定了一个目标，使英国成为

世界上理学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成立了国家级的理科
（自然科学）学习中心，总部在约克郡，每个地区都有分中心。资金拨款的来

源是教育部和信托基金，其合作单位是大学、博物馆和中小学等。

学习中心的工作情况可以以伦敦大学学习中心为例加以说明。伦敦大学

学习中心主要任务是培训教师，培养对象是中小学教师和技术工作者。２０１０
年该中心培训了４０００名教师，使他们成功、热情和进步。通过培训学习，

激励教师学习理科知识，使教师增强自然科学素养，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

更好地讲授中小学的理科课程，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培训项目包括科学知

识的认知，培养学习自然科学的能力，学习内容的深度可为中小学授课即

可。共开设５０门不同的课程，但无本科生课程。授课时间一般为１—４天，

最长为４０天。政府负责经费，培训费用一天为１５０镑，最高为４００镑。所

学课程可与硕士课程衔接，最高到硕士水平，可获得硕士学位所学学分的３０
学分。学习方式采用面对面教学或远程教学，教学内容涉及工程、动物、植

物和物理等，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等。

（三）教育教学的关注热点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促使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和研究；极大增加对学生的

吸引力；创造性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协作；追求富有挑战性的创造性体验

和成效；确保学校文化欢迎各类人群；加强学校保障设施的投入与建设；满

足不断变化的学生需求；使学生成为良好的公民；使学生培养社会意识和文

化意识。

四、质量保障系统

学校内部复杂性在增多，要求内部要有质量保证系统，外部有质量监

控。有学生管理部门，同时还有学术部门如研究中心等机构帮助教师个人的

学术成长。

（一）质量监控的数据基础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主要基于确定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由英国高等

教育统计署（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ｇｅｎｃｙ，ＨＥＳＡ）完成。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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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成立于１９９４年，它不是从属于政府的机构，是一个公司，一个以慈善形

式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其成员是英国的大学和英国高校协会，它和政府部门

和教育基金会的关系是由协议或合同来约定的。其主要工作任务是通过搜

集、分析和提供准确和综合的统计信息数据，支持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

满足希望了解高等教育各类人群的需要，为政府服务。

学生数据，细化到每个学生的个人资料，这来自于学校的管理系统；教

师培训记录，记录取得教师资格的培训情况。英国在海外的学生情况，毕业

生的去向，这是早期调查，在毕业六个月内进行，这项工作由学校自己完

成；毕业生去向的跟踪调查，这是长期调查，是在毕业３．５年的时候，由统

计署完成。由于学生的流动性，花费巨大，但这种调查能提供更丰富的信

息。学校校园记录；财政记录，包括收入、支出等；员工记录；地方记录，

如校园占地面积、楼宇和二氧化碳排放等情况。记录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体

系和格式生成，为电子表格文件。

数据质量模型划分为４种状态，每种状态都进行严格的质量把关。如每

一个学生记录要通过７００个检查，因为有时难免有错误信息，需要一再进行

信息可信度检查。对于数据出现的突然变大和减小等异常情况，还要进行专

门的访问，最后还要出具报告给大学，由学校对这些信息进行最后的认证。

所有数据的传递方式都在网上进行，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按照国家法律

规定，对这些信息严格保密，员工和学生均不知情。

（二）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ＡＡ）以外部力量对高校实施质量

评估。ＱＡＡ，１９９７年成立，位于英国西南部格拉希特市，共有１２０名员工，

为独立于政府和高校之外的非政府机构，但政府会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ＱＡＡ专门负责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不涉及中小学的质量评价。ＱＡＡ
下设三个部门：评审部、研究发展部和外联部。ＱＡＡ目的是保证高等教育

机构的质量标准，维护公共利益，鼓励改革进程，完善质量管理。博洛尼亚

进程有两点要求，就是衡量标准和提高质量，ＱＡＡ也在做相关的工作。对

学校而言，就是做具体的教学质量监测。ＱＡＡ是外部评价，邀请专家来进

行，ＱＡＡ不是一个鉴定认证机构。

全英有统一的学术标准和质量评价标准，那就是学生达到的学位授予的

标准和水平。学术质量是学生所要达到的学位授予要求。学校要提供良好的

学习机会、有效的教学保障、教学条件以及评价机制。对于质量标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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