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华学院“高校个性化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研究”高端研讨会成功召开

原创 学风最好的 文华学院 2019-07-03

（通讯员 程炼）2019 年 6 月 29 日，在江城武汉，文华学院举办了“高校个性化教育

规范化、制度化研究”高端研讨会。本次会议采取小规模、邀请制、高层次、研讨式的组

织模式，来自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 10 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 13 位著名高

等教育专家学者聚集核心问题研讨，探讨如何推动个性化教育规范化、制度化，促进高校

可持续发展。

本次会议特邀第六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大连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

祥，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第六届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原总编陈浩，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长江学者闫

光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南京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院长、院学位委员会成员胡建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

光礼，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洪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凯，教

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鞠光宇，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成果传播中心

主任范笑仙参加并作大会交流。文华学院全体校领导及机关部处负责人参加了论坛。

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文华学院校长刘献君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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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学 院董事长吴文 刚在开幕式上 致辞）

文华学院董事长吴文刚在开幕式上首先致辞。吴文刚讲到，经过 14 年的实践，学校

个性化教育已经形成了“三九个性化教育模式”的特色教育体系。今年 3 月 13 日教育部调

研组来文华学院调研，我在调研会上说了文华学院办学的四个特点:一是形成了个性化教育

的办学特色，将教育过程机会公平地赋予了每个学生，使学生健康生长发展;二是学校专业

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结合紧密，具有明显的特色;三是，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四是，办学 16 年来，累计学费收入 20 多亿元，累计支出 30 多亿元，目前，学校资产总

额 18.5 亿元，为文华学院积累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他提出这次会议将为文华学院进一

步深化个性化教育明确方向，并向此次各位为文华献言献策的教育专家学者表达由衷的感

谢。

（文华学院校长刘献君教授阐明会议主旨）



刘献君校长提出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如何深化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首先，召

开这次研讨会的起因是文华学院申请的田家炳个性化教育行动研究项目即将结题，初步准

备把“个性化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研究”作为申请田家炳基金会下一阶段的科研项目；其次，

简单回顾文华学院 2005 年以来个性化教育的发展过程。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探索，文华学

院已经初步构建了个性化教育体系，形成了潜能导师制、周日晚点评等制度。他就为什么

要推动个性化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研究提出了四点看法：第一，要把个性化教育“立起来”

需要规范化、制度化；第二，个性化教育再往深发展需要规范化、制度化；第三，个性化

教育传承发展需要规范化、制度化；第四，推广个性化教育需要规范化、制度化。最后，

他希望各位教育专家给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的发展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备注：2016 年，田家炳先生慷慨捐赠 100 万资助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行动研究，

这是田家炳基金会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提供内地民办高校的资助项目，也是第一次资助内

地高校大学生教育研究活动的项目。）

（文华学院常务副校长刘太林介绍学校个性化教育情况）



常务副校长刘太林从学校概况，办学思想和个性化教育，深化个性化教育三个方面向

专家学者们介绍了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发展情况。他认为，规范化和制度化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就如何在规范化、制度化方面深化个性化教育，提出四个方

面的建议：第一、在目标上，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探索课程育人方法；第二、在模

式上，如何从“学术型、能力型、潜能型”类特色的培养方式实现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

育；第三、在方法上，提供学生需求，引导学生需求，帮助学生从被动接受灌输知识到转

变为主动学习者；第四、在条件保障上，把规范化、制度化的个性化教育体系与新一代信

息技术融合起来。

（第六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发言 ）

第六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在听取文华个性化教育汇报后指出，刘献君教授

目前是中国高等教育最活跃的专家之一，是理论和实践都特别突出的专家。他强调指出，

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的理念、模式和路径定义都非常准确。个性化教育不局限方法论，目

标性明确：让优秀学生可以脱颖而出打破“天花板”，让后进学生不掉进“烂泥坑”。他认为，

个性化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应关注三个问题。第一，规范化和制度化有重合的部分，当

前制度化应该走在规范化前面，用制度来规范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怎么做；第二，教学



内容和方法上面制度化，推动个性化培养更深层次发展；第三，个性化教育是高成本的教

育。

（大连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祥发言）

大连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祥对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的发展表达了四点体会：第

一，文华学院的个性化教育一开始就是理论指导，理论引领；第二，文华学院的个性化教

育坚持了十几年持续的发展极为不易；第三，文华学院以个性化教育带动了学校的整体改

革；第四，文华学院的个性化教育成效显著。

他针对个性化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经过十几年的探索，

文华学院的个性化教育理应规范性、制度化，形成模式；第二，个性化教育还应该留有一

定的空间，不应该完全规范化。个性化教育除了规范化、制度化，还需要注重文化建设；

第三，下一步个性化教育需要更加关注信息化、人工智能的发展。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发言）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结合教育部当前工作，指出文华学院的个性化教育

非常好地回应了当前高等教育的诉求，同时提出两点看法：第一，仅发现学生潜能是不够

的，个性化教育需要将潜能不断发展为可表现出来的显性能力；第二，培养学生结构化的

思维可以提高迁移能力。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发言）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发言谈到了自己对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的感受。他以产

品生产流程中的质量控制作比喻，提出个性化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四方面的着力点：

第一，个性化人才培养规格设计的规范化；第二，课程体系设置的规范化；第三，人才培

养模式在一、二、三、四课堂的分工与衔接上的规范化；第四，培养质量过程控制的规范

化。

（《中国 高等教育》原 总编陈浩发言 ）

第六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原总编陈浩提出，文华学院真正

是教育家办学，有这样的校长是非常荣幸的。文华学院以个性化教育为抓手，把教学改革

作为核心，注重方式方法的改革，这些让他看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在文华学院开花结果。

陈浩认为规范化、制度化不冲突，规范化了不一定就会限制制度化，制度可以不断制度化。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闫光才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闫光才认为，目前中国公立高校往往

受政策的影响，教育政策变化大，文华学院能够顶住压力十几年持续开展个性化教育实践

难能可贵。关于制度化、规范化，他谈了三个方面的想法：第一，总结形成一定的机制对

于文华学院提出的三类学生的培养非常有必要；第二，要考虑供给问题，在制度宏观层面

“有序中的无序”，在教学微观层面“无序中的有序”；第三，要注重社会评价，对个性化教

育效果进行过程监测。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发言）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指出，文华学院用一种教育思想和理念来统领学校建

设，使得个性化教育能够真正落地在全国高校实践中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他建议，第一，个性化教育的制度管理上，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第二，教

学活动上，以“优课”建设带动所有教师的教学活动，使教学活动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促

进学生潜能的发展；第三，在学校形成学生自主发展的文化，使得个性化教育形成更加深

厚的基础。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院长胡建华发言）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院长、院学位委员会成员胡建华指出，第一，制度化是

为了规范化;第二，建议把个性化教育制度化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第三，班级授课要与个

别指导相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认为，个性化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转变可以从

四个方面转变，一是从追求最好的教育到追求最合适的教育；二是从向外的教育到向内的

教育转变；三是从教师本位主义向学生本位主义转变；四是从第二课堂向第一课堂转变，

个性化教育要与现代信息结合提升课程和资源供给。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

副院长王洪才发言）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洪才指出，统一发展对个体发展是一种压抑，个性化教

育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化教育是自由教育，制度化是为了保障学生的选择权利。

个性化教育走到今天怎么去规范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的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凯）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凯认为个性化教育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

育，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个性化教育要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使两者相互结合起来；

第二，建议把自主思考和交往实践相互结合，促进个性化教育的发展。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鞠光宇发言）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鞠光宇提了两点意见：第一，个性化教育不能等同个性

化学习；第二，个性化教育单靠老师教学是不行的，可以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节约成本。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成果传播中心主任

范笑仙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成果传播中心主任范笑仙谈了两点感想：第

一，如何把个性化教育从学术话语转化为操作性的话语需要开展很多工作；第二，文华学

院的个性化教育与斯坦福大学的一项教育改革创新项目《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有异曲

同工之妙，甚至在实践方面走得更远。



（文华学院党委书记郑畅讲话）

文华学院党委书记郑畅发表总结讲话。郑畅在讲话中谈到了三点感受。第一，感谢各

位专家学者来到文华学院为学校的个性化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出谋划策；第二，今天专业

学者给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提了很多建议，使得我们收获匪浅；第三，今天专家学者提供

的良好建议，文华学院下一步就是认真消化吸收。

最后，文华学院校长刘献君教授谈了几点感受：第一，这么多专家、学者同时接受邀

请来文华，非常难得，为文华学院的发展出谋献策，令人非常感动，非常感谢大家；第二，

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是大家共同创造、共同实践的结果，还要继续努力；第三，下一步，

个性化教育要把深入探索和逐步制度化相结合。目前，文华学院个性化教育和大数据、心

理测评结合起来还在进行中，课程设计才刚刚开始，好的课程是设计出来的，我们还要进

一步探索深化；第四，要站在文化的高度，探索文化的特点，掌握文化的规律；否侧，个

性化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就没有办法保障，就无法长期坚持，也没有办法深化。



与会嘉宾兴致盎然似乎言犹未尽，会下还在继续讨论

（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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