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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方本科院校提高选修课管理水平的思考

顾爱萍
(盐城工学院体育与艺术教学部，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选修课的薄弱基础是一般地方本科院校教改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对公选课开设现状以

及在教学管理中存在问题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从满足学生知识体系结构、学生个性发展以

及增强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需要出发，对如何解决问题提出了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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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跨专业课

程。它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内涵，具有灵活性、适用

性和时代性的特点。设置公共选修课，除了满足

学生的学习兴趣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广泛涉

猎有关文化素质的多类学科领域，拓宽知识面，学

习不同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增强综合素质与能力，

为适应新世纪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奠定基础。同

时，公选课的开设，也为教师施展才能、传播知识，

帮助学生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文化

素质、促进学科交叉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规

范公选课的管理，提高公选课教学质量，不断完善

科学的管理体系，促进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般地方本科院校公共选修课管

理现状分析

(一)选修课管理的不断规范有助于教学效

益的提升

良好的教学管理是提升教学水平、改善教学

质量的前提。一般地方本科院校在认识到开设公

共选修课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加强该课管

理的必要性。大多在遵守一般教学管理原则的前

提下，制定了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规定。形成既

符合教育管理普遍原则，又适应选修课特殊情况

的管理机制。

一是制定了校级选修课的有关管理规定，对

于实施规范管理，提高教学效益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管理规定包括：(1)公共选修课的管理机构；

(2)公共选修课的开课程序；(3)公共选修课的教

学管理；(4)公共选修课的学生管理；(5)公共选

修课的师资管理u J。有不少学校还明确了公共

选修课采取教务处、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部门、课

程组三级管理模式；明确了公共选修课通过应用

科技、人文社科、艺术审美三个课程组分类管理；

明确了开课审批、备课检查、上课督导、结课验收，

重在目标的管理手段。把教学文件检查、教学大

纲和备课准备检查作为管理督查的重要方面。从

而使得校级选修课处于学校教学管理的大体制大

系统下。

二是发挥公共选修课特色优势，扩大素质教

育成效。选修课不同于基础课、专业课教学。它

具有各专业学生需求广泛、容易接受和有针对性

地优化学生文化素质的特点。这就要求在制度管

理的基础上，进行特定的项目设计和管理，让选修
。

课的特点更多地发挥品牌效益，形成素质教育成

果。不少学校的主要做法是：(1)培养建立有优

势的同类课程群，形成教学优势。如学生最欢迎

也是最需要的艺术审美类、创新成才类和历史文

化类课程，让高职称、有经验的教师牵头进行教材

编写、统一备课、以老带新，在课程群中至少设置

三门以上相关课程形成互补，以有效提高学生的

审美、成才、人文素养。(2)发挥选修课中实践技

能课的作用，一方面直接培养学生有关审美、人文

的应用能力，以技能带动境界、修养的提升；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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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组织地做好选修课素质培养的课外后续延

伸工作。有条件的学校，已经把选修课中培养和

发现的优秀学生，组织到艺术文化社团中，在原来

普及的基础上进行课外提高教育。譬如书法美术

课对于学生书画协会活动及其成果的影响，等等。

如戏剧课对于学生戏剧爱好的影响，等等BqJ。

如音乐课对学生合唱团、声乐协会的作用。盐城

工学院梦之声合唱团、方圆话剧团、学生军乐团取

得的成绩就是选修课教育延伸的结果。这种管理

是选修课体系中的特殊管理，通过努力会起到特

殊的育人效果。

(二)一般地方本科院校选修课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

1．开设门类有限，满足不了学生选课要求

许多发达国家的高校，如美国高校公共选修

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到50％，而我国高校特别

是一般地方本科院校仅占课程体系的10％。如

果按学生所获学分比例计，个人选修课学分只占

总学分的2—3％。究其原因，一是学校缺乏能开

设公选课的优秀教师，尤其是缺乏跨学科、跨专业

的优秀教师；二是教师对开设公选课不够重视，学

校难以调动任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三是学校

没有根据学生实际科学合理地设置公选课一般人

文社科类课程明显不足，自然科学类更少，学生选

课的余地不大HJ。

2。力量投入不足。管理缺乏程序化

一般地方本科高校的选修课管理与专业课管

理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比如，设课开课的

评审、教师资质的评审、教材选择与教案设计的指

导、教师执行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情况的督查、教

学文件的检查、教学质量的评价等还没有完全到

位。由于公选课开课教师的层次和课堂讲授水平

及教学环节的设计情况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且

每位教师开课前的准备工作也参差不齐，从而难

以保证教学管理的程序化。不少学校公选课安排

在晚上和双休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室紧张

的矛盾，提高了教室的利用率。但公选课在晚上

和双休日开课，授课质量、学生到课率等都缺乏有

效的监督管理。所以说目前对公选课的教学管理

还缺乏较为理性的、完整的程序。

3．教师执教不严，学生应付考试

在选修课管理制度实施不力的情况下，教与

学的松懈就会产生。如教师只教不管或管而不

严，教师开课目的和学生选课目的不明确。少数
·70·

学校把工作量不足的老师“照顾”上选修课，有些

老师把选修课当成专业课的翻版；在学生方面，不

少人片面追求学分，选修课专挑容易的选，违背了

学校开设公共选修课的初衷。报名虽“十分踊

跃”，可是名单确定后，不少学生既不购买教材，

也很少听课，即使前往课堂也是做与选修课无关

的事。此外，目前对公选课的考核方式大多采取

开卷、闭卷、写小论文或调查报告等，由此出现学

生不愿意选修闭卷考试课程，而愿意选修开卷考

试或只写一篇文章、一份调查报告的课程。由于

学习目的不明确，因而对选修课的学习不重视。

二、一般地方本科院校提高选修课管

理水平的基本途径

1．进一步提高师生对公共选修课的认识

公共选修课是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学生应把

通过学习公选课，拓宽专业课，提高竞争能力和社

会适应能力作为学习目的，而不应该仅仅为取得

几个学分应付学习。学校要通过“选课指南”、

“课程导读”等形式，引导学生根据专业需要、自

我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来选择课程，从而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2．进一步加强对选修课教学方法的研究指导

公共选修课不同于专业课，它更强调通过认

知、赏析、技能的训练对大学生进行“通识”性质

的文化素质的培养。所以学校的选修课管理部门

要加强课程的素质化建设，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

指导思想，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能力、修养为

宗旨。指导各大类课程教师从教学大纲到考核大

纲，从教学目的到教学手段，都要作素质型教学的

塑造和完善。重点在学生知识点掌握程度、互动

式实践教学选择、多媒体的制作应用和对学生能

力、修养有效考核等方面多作研究并付诸教学实

践。要积极探索改进公共选修课的教学方法，针

对不同的学科和公选课的特点选择最适宜学生接

受的教学方法。

3．进一步做好选修课的教学督导和质量评价

工作

规范选修课的教学管理，是提高公共选修课

教学水平的必由之路。首先，学校应组织有关方

面专家，认真研究，借鉴国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

拟定出一套适合本校学生实际的公选课课程目

录，编印教学大纲。第二。在学校内外公开征聘公

选课教师，鼓励学科带头入、骨干教师、高职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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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教师开设公共选修课；鼓励优秀教师和社会

优秀人士开设专题讲座性的选修课，购买全国优

秀教学课件或名师讲座、授课光盘，引进优质课

程，让更多学生扩大视野，得到启发。第三，建立

开放性的课程管理体制。一门课程能否开设，应

由审定课程的专家和选择课程的学生来决定。专

家衡量的主要是学科水平标准，学生选择的依据

主要是适应性和现实需求。这两方面是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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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开出的决定性因素，二者不可或缺。第四，要

组织专家加强对公选课授课情况的检查、督导，随

时监督其授课质量。第五，为保证教学质量，每班

容纳的学生人数应该有限制。第七，为解决公选

课开设门类和课程科目少的问题，可以联合区域

内几所高校共同开设选修课堂，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

[1]高玉峰，负小波，雷小庆等．高校公共选修课管理对策研究[J]．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2)：70—72．

[2]刘理，楼程富．公共选修课的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实践与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3(2)：32—34．

[3]李冬环．吴水田，陈平平．高校公共选修溧课堂管理争议[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3(2)：317—319．

[4]刘臣洲．浅谈高校公共选修课的教学管理[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1)：76-77．

Reflections on Improving Management of Elective Courses

in Local Ordinary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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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lective COUrse8 have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i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of which the poor foundation is the

problem newly—estabhshed colleges are faced with．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8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elective co岫e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the newly—established coleges and then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which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udents’knowledge framework，individualisafion，comprehensive competence and their need for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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