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数字赋能、示范引领 
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先行区” 

—在第三届中国计算机教育大会上的致辞（代拟稿）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 

（2022 年 3 月 25 日北京） 
 

尊敬的沁平部长，尧学主任、建平主任、庆华主任、

俞能海副主任，郑纬民、陈纯、丁文华、廖湘科、王

怀民院士，黄晓舟副市长，邓泰华副总裁，线上线下

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今天很高兴参加由教育部计算机类、软件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和大学计算机课程四大教指委共同

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计算机教育大会。这是我第二次参

加计算机教育大会，中国计算机教育大会汇聚众多国

内外知名专家、业界精英和一线教师，共商计算机领

域人才培养大计，已经开始成为中国计算机教育的一

个品牌会议。在此，我代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对会议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中国高

等教育发展、倾心投身计算机领域人才培养的各位领

导、专家、老师、产业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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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57.8%，无论从规模、还

是从实力各个角度来看，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已经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第一方阵。中国高等教育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巨大的、历史性的，中国

高等教育不仅要进入新时代，还要赢得新时代，更要

引领新时代。高等教育要把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放到国

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中，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

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

定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

秀人才，还要能够培养出大师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坚强战略支撑。借此机会，我想结合四大

教指委的工作特点，就加大“数字赋能、示范引领，

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先行区”建设工作力度，我谈三

点意见，跟大家交流。 

一、要在构建以数字化为特征的高等教育新形态

发展中，努力发挥数字化领航作用。 

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意义重大。今年，教育

部决定全面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高等教育数字

化不是一般的策略问题，而是影响甚至决定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实现学习革命、质量

革命和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性切口和创新性路径。事关

在新一轮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激烈竞争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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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否下好先手棋、抢占制高点、享有话语权、拥有

影响力；事关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实现从全面并跑到战

略领跑的重大突破；事关中国高等教育能否真正适应

普及化阶段质量多样化、学习终身化、培养个性化、

治理现代化需求，解决好身子已经进入普及化、思想

还在大众化、习惯还是精英化的重大问题。 

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要把握三条基本

原则。一是坚持需求牵引，要牢牢把握高等教育学科

专业种类多（高等教育有 14个学科门类，771 种本科

专业）、课程教材要素多（高等教育开设的课程超过

100 万门、教材约十几万种）、人才培养类型规格多的

特点，高等教育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应

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要以数字化促进高等教育的

公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二是坚持开环建设，高等

教育数字化战略要以政府主导、高校主责、社会广泛

参与，充分调动和组织教育内外力量、高校内外力量、

中央和地方上下力量、社会各方力量，各展其长、长

长结合、协调推进，共同打造数字化建设共同体。三

是坚持闭环管理，遵循教育规律， 融合高等教育数字

化建设的“建、用、学、管”，既发挥好高校教学自主

权和市场主体积极性，也用好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学标

准、内容、质量管理的国家事权，构建有效的闭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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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 

建好高等教育数字化体系。经过多年持续努力，

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由课程、教材、实验、教研、

图书文献、教学资源库、教学质量监测、国际合作、

管理决策等十大版块、涵盖了理念、技术、标准、方

法、评价等在内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数字化新体系，

这个新体系已经开始形成。我们 2013 年启动了中国慕

课建设，2019年召开了中国慕课大会，2020 年召开了

世界慕课大会，发起成立了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

2021 年召开了第二届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今年

我们还将隆重召开第三届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

发布《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经过史无前例

的 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在线教育实现了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2020 年，108万高校教师开出了 1000

多万门在线课程，全国数以千万计的高校学生全部参

加了在线学习。高等教育数字化已经开始深刻改变教

师的教、改变学生的学、改变学校的管、改变教育的

形态；已经成为支撑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提升的重

要手段，已经成为迅速、从容、高效应对疫情影响的

重要底气，已经成为中国在线教育部分领域领跑全球

的重要标志。这个月 29 日，我们将隆重推出国家高等

教育智慧平台，其中课程版块汇聚国内外 5.2 万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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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程，已经成为全球课程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用

户最多的智能化开放课程平台。 

二、要在深入实施计算机领域“101 计划”中，发

挥数字化创新作用。 

这是一项“新”的计划。2021 年最后一天，教育

部在北京大学启动实施了计算机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试点工作计划，也就是“101 计划”，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怀进鹏同志和国际、国内计算机顶级专家共

同出席启动仪式。“101 计划”就是要以计算机学科专

业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和试验区，探索计算机领域人才

培养的新理念、新内容、新方法，引领带动高校人才

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这是一项 “很实”的计划。一是要打造 12 门一

流核心课程。我常讲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课

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教改改到深处是课程，课

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我们要把离散数学、

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等一批核心课程，建设成

为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二是要打造一

套一流核心教材体系。探索基于知识图谱的教材编写

模式，将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类脑技术等领域最新

研究方向和技术成果融入教学内容，打造世界一流、

中国特色、具有 101 风格特点（也就是集系统性、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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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前沿性于一体）的精品教材体系。三是要汇聚

一批一流核心导师团队。用大师培养未来的大师、用

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充分发挥图灵奖获得者、

两院院士等计算机领域大师作用，全程参与教学研究、

教学示范、教学交流，构建计算机领域教师教学发展

新模式。四是要建成一批一流核心实践项目。加快建

设计算机领域产教融合实习实践平台，推动高校深化

与产业界的全方位合作，以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新成

果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这是一项“标杆性”的计划。为保障“101 计划”

的高效实施，教育部强化顶层设计，组建指导组、专

家委员会和工作组扎实推进；整合顶尖高校，33 所计

算机科学类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高校共同

参与协同推进；汇聚头部企业力量，行业领军企业、

科研院所和出版社深度参与，实现教育链、产业链和

创新链深度融合。不久的将来，将会以计算机领域“101

计划”为蓝本，拓围、提质、创新实施基础学科、卓

越工程师等领域系列“101 计划”。 

三、要在加快培养卓越拔尖创新人才中，发挥数

字化筑基作用。 

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纵深推进。

“四新”建设自 2017 年以来陆续推出、2018 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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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共识。新工科建设，瞄

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着力提升国家硬实力；新医

科建设，服务健康中国建设和教育强国建设，着力提

升全民健康力；新农科建设，面向新农业、新乡村、

新农民、新生态，着力提升生态成长力；新文科建设，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培元，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四

新”建设，正在成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浪潮的教育应答，高等教育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

动求变的时代应答，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小逻辑服务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大逻辑的主动应答，中国高等教育对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给出的中国应答，必将成

为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的战略一招、关键一招、创

新一招，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中国范式。 

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是国之大者、国之战略重器。

2月 2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

见》。基础学科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技创新

的母机、战略安全的底牌、国家富强的血脉。全方位

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是国家战略行动，在选拔、培

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

计，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深层次变革，构建基础

学科拔尖人才自主培养中国范式，大力培养造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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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和未来杰出的自

然科学家、医学科学家、社会科学家。 

最后，希望计算机类四大教指委和全国高校计算

机教育工作者一道，深入推动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发展，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高

质量发展做出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贡献。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