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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5年的清华大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学业评价体系”近日正式公

布。依据新的学业评价体系，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新入学的2015级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成绩单上都将不再有百分制的具体分数，取而代之的是A、

B、C、D等共12个等级分数。清华大学副教务长郑力表示，这一改革主要

是希望借此改变学生功利主义学习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清华告别百分制
采用 12 等级制
A+最高F为不及格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学分绩”是学生成绩的平均值。对大学生来说，
学分绩在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出国留学申请等方面
都有重要作用。国外知名大学普遍采用等级制，国内大
学百分制占主流。目前只有北大、人大、复旦等少数高
校采用等级制。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郑力介绍，改革历经5年，通过对
不同学科、不同课程的教师和学生访谈，对近20所国内
外知名大学的评分和评价体系进行调研，最后综合形成
这一方案。清华将对课程成绩以A+、A、A-、B+、B、
B-、C+、C、C-、D+、D、F形式记载。A+是荣誉性
质，得A+的人数不超过该课程修读总数的 5%，获A和
A-的人数不少于20％；F为不及格，不限人数。

郑力说，A+为“荣誉”性质，与A一样学分绩点都
是4.0，主要为了满足清华“学霸”们的期望。对某一课
程，任课教师可任选等级制或百分制记载成绩并录入系
统。教务系统将自动把百分制转换为等级制。此外，一
门课的成绩也可以用 P（通过）、F（未通过）的形式记
载。

学生每学期可自选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识核心课以
外的课程用这种方式记载成绩。郑力说，给学生一门课

“只考核是否通过”，会鼓励学生去挑战那些难度较高的
课程，而不会都为了拿高分而抢选相对简单的课。在学
期之初就选定，是为了避免学生因为感觉自己没学好到
临考试前才申请，并且，这门课的成绩也不计入GPA(平
均学分绩点)中。

A+主要为满足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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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百分制和等级制孰优孰劣一直存在争议。对
此，郑力解释称，清华此项改革并不代表着否定“百分
制”。

“百分制”与“等级制”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采
用哪种制度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平一定是基于学校的教
学实际和学生的学业状态。

郑力说，事实上，对学生而言，“百分制”要求学生
认真地对待每一分，这对于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地掌握知
识是有利的。

改革方案中，在引入等级制成绩后，百分制成绩将
作为内部原始成绩（HiddenGrades）供学生本人查阅；由
百分制成绩自动转换得到的等级制成绩将作为官方正式
成绩供外部使用。

学生可自查原始成绩

按照新的等级制评价体系，学校只给出参考标准，
自主权完全交给院系和教师，他们可根据课程目标设定
等级评价细则。如果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有异议，学校行
政部门会请老师给出解释和说明，不作最终判断，最终
由院系的教学委员会作出裁决。

根据清华多元评价体系的设计，除了全校统一计算
的“必修课学分绩”、“必修限选课学分绩”和“全部课
程学分绩”以外，由各院系在推研、评奖、出国交流等
方面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规定和侧重点不一样，可根据学
科特点和学院实际对学生提出要求，注册中心“量身定
制”不同种类的学分绩，如个性化的发展性学分绩。

具体而言，在推研、评奖过程中，校方将不提供逐
次排名的名单，只提供前10%、20%、40%、80%等段位
名单，同时再通过面试等手段，加强对学生科研潜力、
综合素质的考核。

院系学分绩可个性化

□

学
生
反
应

记者了解到，清华此次公布的最终
方案也吸纳了清华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
会提交提案的建议。提案人之一、2014
级本科生任子禹告诉记者，按照以前的
百分制，对优秀学生来说 95分和 100分
差别非常大，因此他们往往不敢牺牲 5
分去追求科研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
换成A+或A，学生的压力一下子就减轻
了。

任子禹说，实行百分制时，清华学生
中有“刷学分绩”的传统，不少同学还会
在选课前打探，专门选报容易拿高分的

“水课”，而不是依据自己兴趣选课。
任子禹认为，改为等级制后将在一

定程度上淡化同学们对分数结果的关注
程度，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感兴趣
的科研、社工等领域。

淡化分数压力减轻

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常务
副院长张佐介绍，这学期她在研究生
院开设了一门《数据伦理》课程，主
要讲授大数据时代的伦理、隐私等，
共8次课。虽然这学期等级制改革还没
有实行，但是自己已经在按照等级制
评价体系的要求来设计课程了。在教
学的过程中，张佐认为，挑战最大的
就是按照改革的要求，不再像以前一
样简单地注重知识的传授，而是要实
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价值引领

“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张佐介绍，在开设这门课之前，

她就参加了多次关于伦理的研讨会，
这也使她意识到开这门课的目的就不
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希望让学生
通过课程的学习了解到在职业中该如
何进行价值判断。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她还专门去学习借鉴了清华开设
很多年的 《商业伦理》 课程。她说，
这样的转变迫使我必须改变教学设计
和执教过程，在教学环节设计上，需
要让学生能够展现他们识别问题的能
力，比如哪些地方可能存在伦理的冲
突和风险，解决问题的框架以及最终
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像传统的教授知
识、出几套题目、布置几次作业。

不再简单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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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力透露，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过程比较
艰难，也遇到过很多阻力。比如在改革酝酿中，就
有一定数量的老师对于学业评价体系的认识比较单
一，甚至有反对意见。“有老师来问我，我教的是机
械工程，请问在教学中我该如何传递价值观？”郑力
举例称，他就告诉这位老师，其实在教学的过程
中，认真、务实的态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嘱
咐、“行胜于言”的以身示范，都是在传递价值观。

郑力表示，改革方案形成的过程中，各种各样
的问题都有，比如有的教师过度强调评价的选拔功
能和管理功能，忽略了评价的教育功能和发展功
能；有的教师对学生在评价中出现的学习态度和思
想问题缺乏及时、深入的反馈，没有围绕评价形成
有效的师生互动；还有的老师在评价内容上较为单
一，以知识的考核为主，缺乏对创新、合作、沟通
等能力和素质的考核等。

“这些困难也就导致了改革必须是一个系统的
工程，未来希望以引入等级制为抓手，全面改革现
有的学业评价体系。”郑力说。除了等级制之外，改
革方案还明确要求每位开课教师向院系教学主管部
门提交“基于培养目标的课程信息表”，回答 5个问
题：第一，你要学生学习什么？掌握什么？第二，
如何帮助学生取得学习成效？第三，通过何种方式
评价学生是否取得学习成效？第四，该课程对专业
培养计划的作用与贡献？第五，该课程与其它课程
之间的结合及关系？这份表格需要由院系教学委员
会审批，主管教学系主任签字，教务处或研究生院
备案。并且，改革方案执行过程中，各院系还需要
提供“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和培养标准的实现矩
阵”，并请国内外同行专家对课程体系建设和教育活
动是否达到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评估。

针对许多老师反映的改为等级制之后不知道该
怎么打分的问题，改革方案还提出将组织系统化教
师工作坊，提高教师的评价素养。

此外，改革方案中还特别提到了改进和加强学
生和教师同行评教、评课的制度建设，将其原有的
终结性、淘汰性功能转变为以帮助教师诊断学情教
情、改进教学为主的诊断性和发展性功能，促进师
生围绕学习和发展进行有效沟通。在学校层面，把
学生和同行评教、评课纳入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

欠缺能力与素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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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力认为，到了大学，不应该再让学生以追
求分数为目标，“要让学生们改变功利主义的学习
观”。“实际上分数 84分和 85分差别不是很大。”郑
力说，改革有助于改变学生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
学习观，鼓励探索多样化的学习，也有助于建立师
生对话和反馈机制，激励老师更好地设计课程教
学，帮助学生更好地取得学习成效。“学生们不用再
为了刷学分绩而选择一些简单的或者老师给分高的
课程。”郑力说。

对于改革，清华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告诉记
者，清华的改革就是把以知识点为基础的考核方式
做减法，把以创新点为基础的考核做加法。

不过，他坦言，这样做确实难度很大，所以要
逐步推进，先把“百分制”改为等级制，是为了以
评价形式的改变为抓手，让分数变得不再像过去那
么重要，但长远还是要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改变功利主义学习观

12等级制将取代百分制成为清华
大学今后对学生进行考核的主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