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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是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大举措，一期

“质量工程”项目于２０１０年结束，其间教育部共遴

选评审了３９１０门国家精品课程。本文对 国 家 精

品课程建设基本情况作系统分析，剖析当前国家

精品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并为后续国家精品课

程建设工程提出对策建议。

一、国家精品课程基本情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已连续８年开展精品

课程评审 工 作，累 计 评 选 出３９１０门 国 家 精 品 课

程，这些精品课程既有本科层次，又有高职高专层

次，另有网络教育范畴的，分布于不同学校、不同

学科和不同地区。

１．课程分布情况。

（１）层 次 分 布 情 况。从２００３年 至２０１０年，

精品课程数 量 逐 年 增 长。现 有 本 科 课 程 共２６５８
门，占６７．９８％；高 职 高 专 课 程 比 例 逐 年 上 升，共

１０４３门，占２６．６８％；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了网络 教 育

课程的评审 和 立 项 建 设 工 作，全 国 目 前 共 有２０９
门网络教育课程，占５．３４％（见表１）。

（２）高 校 分 布 情 况。３９１０门 国 家 精 品 课 程

分布于７５１所高校。根据教育 部 公 布 的２０１０年

具有普通 高 等 学 历 教 育 招 生 资 格 的 高 等 学 校 名

单，全国共有１１２所“２１１”高校，１１３７所普通高校

（含军事院 校［１］），１００所 示 范 性 高 等 职 业 院 校 和

１１３７所一般高职高专院校。［２］也就是说３０．２２％

表１ 分层次分年度分布情况

年度 本科 高职 网络教育 课程总门数

２００３　 １２７　 ２４ ／ １５１
２００４　 ２４９　 ５１ ／ ３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５３　 ６１ ／ ３１４
２００６　 ２６８　 １０６ ／ ３７４
２００７　 ４３９　 １７２　 ４９　 ６６０
２００８　 ４１９　 ２００　 ５０　 ６６９
２００９　 ４２９　 ２００　 ５０　 ６７９
２０１０　 ４７４　 ２２９　 ６０　 ７６３
合计 ２６５８　 １０４３　 ２０９　 ３９１０

的高校拥有国家精品课程。其中“２１１”高校所拥

有的课程数最多，占５２．３０％；一般高职高专院校

最少，占１１．９７％（见表２）。据统 计，精 品 课 程 数

量位于前１０位的本科院校全是“２１１”高校，前１０
位的高职高专院校有８所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

院校。

表２ 按高校分布情况

高校类别
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

２１１高校 普通高校 示范性院校 一般院校

分布学校数 １１１所 ３１４所 ９２所 ２３４所

课程门数 ２０４５　 ８４７　 ５５０　 ４６８
比例 ５２．３０％ ２１．６６％ １４．０７％ １１．９７％

　　（３）学科分布 情 况。根 据 教 育 部 发 布 的“高

等学校精品 课 程（本 科）分 类 体 系”，２８６７门 本 科

课程（含网络教育课程）覆盖了全部１４个一级学

科，其中工学类课程最多（占３１．２９％），其次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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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按学科分布情况

本科 高职

学科门类 课程门数 比例（％） 专业大类 课程门数 比例（％）

哲学 ２９　 １．０１ 农林牧渔大类 ７０　 ６．７１
经济学 １００　 ３．４９ 交通运输大类 ６０　 ５．７５
法学 １１８　 ４．１２ 生化与药品大类 ４３　 ４．１２
教育学 １０６　 ３．７０ 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 ２６　 ２．４９
文学 ２７８　 ９．６９ 材料与能源大类 ３７　 ３．５５
历史学 ３５　 １．２２ 土建大类 ５６　 ５．３７
理学 ４４５　 １５．５２ 水利大类 １３　 １．２５
工学 ８９７　 ３１．２９ 制造大类 １７９　 １７．１７
农学 １５６　 ５．４４ 电子信息大类 １３４　 １２．８５
医学 ３０５　 １０．６４ 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 １１　 １．０５
管理学 ２３３　 ８．１３ 轻纺食品大类 ５６　 ５．３７
军事学 ７０　 ２．４４ 财经大类 １０４　 ９．９７
文化素质教育类 ４５　 １．５７ 医药卫生大类 ４６　 ４．４１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程和思想品德类
５０　 １．７４ 旅游大类 ２５　 ２．４０

公共事业大类 １５　 １．４４
文化教育大类 ５５　 ５．２７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５２　 ４．９９
公安大类 ３１　 ２．９７
法律大类 １１　 １．０５
公共基础课类 １９　 １．８２

　　表４ 按地区分布情况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省份 门数 校均数 省份 门数 校均数 省份 门数 校均数

北京 ５９９　 ６．２４ 山西 ３８　 ０．４９ 内蒙古 １４　 ０．３２
天津 １６９　 ２．９６ 吉林 ９４　 １．５４ 广西 ４７　 ０．６４
河北 ９１　 ０．７４ 黑龙江 １００　 １．２２ 重庆 ８２　 １．４４
辽宁 １２４　 １．０７ 安徽 ５９　 ０．５１ 四川 １７０　 １．８１
上海 ２６１　 ３．９０ 江西 ３５　 ０．３８ 贵州 ８　 ０．１７
江苏 ３６０　 ２．２１ 河南 １１０　 ０．９２ 云南 ３６　 ０．５７
浙江 ２５１　 ２．４６ 湖北 ３２７　 ２．６０ 陕西 １７７　 １．７０
福建 ６３　 ０．７４ 湖南 ２０３　 １．６９ 甘肃 ２３　 ０．５５
山东 １８６　 １．３３ 青海 ５　 ０．５６
广东 ２５３　 １．８９ 新疆 １６　 ０．４２
海南 ６　 ０．３５ 宁夏 ２　 ０．１３

西藏 １　 ０．１７
小计 ２３６３　 ２．１５ 小计 ９６６　 １．２２ 小计 ５８１　 ０．９８

学类课 程（占１５．５２％），哲 学 类 课 程 最 少（只 有

１．０１％）。根据“高等学校精品课程（高职高专）分

类体系”，１０４３门高职高专课程覆盖了全部２０个

专业大类，其中制造大类课程最多（占１７．１７％），

电子信息大类课程次之（占１２．８５％），环保、气象

与安全大类和法律大类课程最少（均为１．０５％）。

具体分布情况见表３。

（４）地区 分 布 情 况。目 前 我 国 境 内３１个 省

（市、自治区）都拥有国家精品课程。

从绝对拥有数量看，北京市最多，有

５９９门；江苏、湖北两省在３００～４００
门之间；上 海、广 东、浙 江 和 湖 南４
省（市）在２００～３００门 之 间；山 东、

陕西、四川、天津、辽宁、河南和黑龙

江７省（市）在１００～２００门之间；西

藏自治区 最 少，仅 有１门。从 相 对

拥有数量看，全国２４８６所高校平均

每所高 校 拥 有 国 家 精 品 课 程１．５７
门（校均数），其中有１０个省（市、自

治区）高 于 平 均 数，２１个 省（市、自

治区）低于平均数。从总体上分析，

东部 地 区 明 显 高 于 中 部 和 西 部 地

区，东 部 地 区 校 均 数 达 到 了２．１５，

高于中 部 地 区０．９３个 百 分 点，高 于 西 部 地 区

１．１７个百分点。东 部 地 区１１个 省（市）除 河 北、

辽宁、福建、山 东、海 南 等５个 省 外，其 余６个 省

（市）都高于平均数；中部地区８个省除湖北、湖南

２个省外，其余６个省都低于平均数；西部地区１２
个省（市、自治区）除四川、陕西２个省外，其余１０
个省（市、自治区）都低于平均数，其中宁夏回族自

治区校均数仅为０．１３，为全国最低（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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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课程网站可访问情况。

国家精品 课 程 申 报 时 要 求 建 有 相 应 课 程 网

站，要求网站至少提供该课程的教学大纲、授课教

案、习题、实践（实验、实训、实习）指导、参考文献

等资料以及至少三位主讲教授每人不少于４５分

钟的授课录像。一旦课程申报成功，课程组要保

证课程网站畅通，不断更新网站内容，逐年增加网

上授课录像，在２～３年 内 实 现 全 程 授 课 录 像 上

网，网上资源要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实际情况

如何呢？国家精品课程资源中心于２０１１年１月

对３７３６门精品课程网站运行情况进行了监控，统

计结果显示，６５％的课程网站访问情况良好，超过

２３％的课程 网 站 可 访 问 率 在５０％以 下，１８．７１％
的课程网站根本就无法打开（见表５）。［３］

３．课程应用情况。

据估算，一门国家精品课程，国 家、省 市 和 学

校各项配套 经 费 以 及 分 批 维 护 费 用 大 致 需 要３０
万元。国家投巨资建设精品课程的目的是通过网

络共享优质课程，提高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但据

周光礼 等［４］的 调 查，只 有９．１％的 学 生 经 常 浏 览

精品课程网站，５１．４％的学生只 是 偶 尔 浏 览。笔

者随机查看 了 国 家 精 品 课 程 集 成 项 目 网 页 上２０
门不同年份、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课

程，平均每门课程点击率为４９７．１，由此可见国家

精品课程网站资源的闲置现象非常严重。从最能

体现应用情况的交互平台看，许多课程只有在评

审和检查期间有相关记录，评审或检查结束后就

无人问津，造成部分留言本上存在很多垃圾留言

无人删除、互动论坛里学生提问无人答复，在线答

疑不“在 线”、互 动 论 坛 无“互 动”的 现 象 普 遍 存

在。［５］

二、精品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开展，在很 大 程 度

上促进了高校的课程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

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众化教育下教学资源的

相对不足，但现实与教育部的初衷、高校的期望还

相去甚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高校、学科、地区分布不均衡。

从表２看，全国１１２所“２１１”高 校，除 青 海 大

学尚 无 精 品 课 程 外，其 余 １１１ 所 高 校 集 中 了

５２．３０％的精品课程；１１３７所普通高校中只有３１４
所高校拥有２１．６６％的国家精品课程。１２３７所高

职高专院校仅有３２６所有国家精品课程，所获课

程数占２６．０４％，并 且 绝 大 多 数 集 中 于１００所 国

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共有９２所示范性院校拥

有精品课程５５０门，占所有高职高专国家精品课

程数的５２．７３％。从 表３看，国 家 精 品 课 程 主 要

集中在理工 科，人 文 社 科 课 程 明 显 缺 乏。从 表４
看，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都拥有国家精品课

程，但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校均数位

列前１０位的省（市、自治区）中，东部为６个、中西

部各２个；校均数位列后１０位的省（市、自治区）

中，西部为６个，中部为３个，东部为１个。虽然

国家精品课程的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

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状况以及各高校和各学科的

教育教学质量，但这种不平衡性更会促进高等教

育的两极分化，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

和提高。

２．建设过程形式主义严重。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开展至今，俨 然 已 演

变成一所学校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或荣誉工程，

其中的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在：一是

申报时的弄虚作假。为了提高命中率，许多课程

大做申报材料文章，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如临时请

知名教授或校领导挂帅，以拉郎配形式打造一支

“漂亮”的教学队伍，花不菲的价格请专业人士制

作一个精美的网站等。二是评审中的变相行贿。

许多课程在评审期间通过各种途径公关，如对评

审专家拜访，充分挖掘利用同学情、朋友情、师生

情、同事情等，其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通过对专家

的精 神 和 物 质 贿 赂，以 换 取 最 有 利 的 评 审 结 果。

三是评上后的轻视建设。许多课程一旦评上，其

建设工作也就随之停止，网站内容不再更新，对学

生提问置之不 理，３年 之 内 授 课 录 像 全 程 上 网 的

承诺也置若罔闻。

３．课程资源共享程度不高。

《国家精品 课 程 建 设 工 作 实 施 办 法》［６］规 定：

凡申请国家精品课程评审的高等学校和主讲教师

将被视为同意该课程在享受“国家精品课程”荣誉

　　　表５ 　课程网站可访问情况

可访问情况 可访问率１００％ 可访问率８０％以上 可访问率８０％～５０％ 可访问率５０％以下 无法打开

课程数量
３４５　 ２０８６　 ４１７　 １８９　 ６９９
９．２３％ ５５．８４％ １１．１６％ ５．０６％ １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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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期间，其上网内容的非商业性使用权自然授

予全国各高等学校，国家精品课程要按照规定上

网并向全国高等学校免费开放。但是，从国家精

品课程资源中心监控情况看，可访问率为优良的

课程只有６５．０７％，有２３．７７％的课程只能偶尔访

问或根本就不能访问，存在找不到服务器、该页无

法显示、找不到网页、无法链接数据库、无权查看

网页等问题。即使能够访问浏览的课程，也有部

分课程存在网页跳转速度太慢、无法找到文件、ＩＰ
地址受限、非本校用户不能下载等问题，授课录像

无法打开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还有部分精品课

程在申报成功后基本没有对课程网站进行升级、

维护和完善。这都完全违背了国家精品课程建设

的初衷，不能真正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４．缺乏 动 态 评 价 机 制，课 程 后 续 建 设 不 重

视。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程启动以来，各 级 教 育

主管部门、各高等院校以及精品课程负责人都非

常重视相关的立项评审工作，课程前期开发建设

成效非常明显，但一旦课程通过评审，对其后续建

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就远远不如以前。各高校普遍

存在“重立项、轻建设”、“重评审、轻共享”的现象。

虽然教育部规定［７］“国家精品课程每年检查一次，

检查工作由教育部委托有关机构和专家在网上进

行，特殊情况也可到校检查。检查不合格的课程

取消 ‘国 家 精 品 课 程’荣 誉 称 号，停 拨 维 护 升 级

费，但保留其两年内申请复查的资格。复查合格

的恢复‘国家精品课程’荣誉称号，但不补拨维护

升级费。被取消‘国家精品课程’荣誉称号的课程

不能重新申报国家精品课程”、“要经常保持课程

网站的更新”，但实际上对精品课程的年度检查工

作基本流于形式，许多精品课程网站的更新维护

工作不到位，绝大多数课程网站的更新在通过评

审后已基本停止。最明显的是，课程网站的学习

交流系统显示，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基本都发生

在课程评选当年，并且是集中于评审的一段时间，

评选之后学生很少去论坛或留言版提问，即使有

偶尔的提问也没有得到教师的及时解答。目前由

于还没有建立对精品课程的跟踪动态评价机制，

使精品课程一评了之，也就难以保证精品课程质

量的持续发展和提高。

５．存在重复建设情况，缺少校际间合作。

３９１０门 国 家 精 品 课 程 中，存 在 大 量 重 复 课

程，就本科层次而言，如“大学英语”课程有３０门

次、“高等数 学”１３门 次、“机 械 设 计”１３门 次 等。

对同一门课程，各高校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少交

流与合作，造成在课程建设上彼此都浪费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其他教学资源。

三、进一步开展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对策建

议

要进一步开展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 作，提 高

其建设成效，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要促进地区、高校和学科间的均衡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 教 育 的

整体和均衡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高等教育水平较

低，高校人才引进困难和流失严重现象同时存在，

还有普通高校特别是新建院校处于高等教育发展

的劣势，这就更需要教育部加强对他们的扶持和

引导，精品课程评审适当向其倾斜，推动所在区域

和高校的课程建设和课程教学改革，要大力促进

和发展人文学科课程，以利于高等教育整体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２．要重视精品课程的资源建设，真正实现资

源共享。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学生提供

优质教学资源，通过利用网络和现代技术手段，形

成资源共建共享，扩大课程受益面，提高课程网站

使用效率，从而提高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目前，国

家精品课程的共享性不强、内容过分保护，一方面

是网站的升级维护工作没能及时跟进，另一方面

是教师担心自己多年呕心沥血得来的教育成果被

他人轻而易举地剽窃。由此可见，要促进精品课

程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网络技术层面的问题，更

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层面的问题。要解

决上述两个问题，建议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成员中

应包含学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人员，由教育技术

中心人员专门负责课程网站建设和维护，使精品

课程教师与课程网络专职人员分工合作，密切配

合，这样不仅可以不断提高精品课程的网络技术

含量，又可为精品课程教师节约时间，以保证精品

课程不断更新和发展；教育部要出台相关政策法

规，可 以 借 鉴 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开 放 课 件（ＭＩＴ

ＯＣＷ）运行模式，做好知识产权的授权、签 字、审

查工作，严格精品课程网络发布出版程序，使精品

课程的网络发布必须经过该课程教师的签字、授

权，并且要经过评审小组的多次审查，其他任何人

若要下载使用 必 须 注 明 出 处［８］，以 保 证 精 品 课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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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合法权益；各高校和各课程负责人也要转变

观念，在确保自身知识产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不

断完善和健全精品课程平台，丰富精品课程资源，

并按照《国 家 精 品 课 程 建 设 工 作 实 施 办 法》的 要

求，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真正实现资源共享。

３．要注重精品课程后续建设，建立年检和复

核长效机制。

目前，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中 “一评定终身”现

象严重存在，许多课程都是一评了事，出现了课程

网站的更新维护工作不到位、教学内容没有根据

政策法规的变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或学科专业的

发展进行调整等情况，这些都影响了国家精品课

程作用的发挥。因此，国家教育部应进一步落实

年检工作，坚持每隔１年或２年检查一次，在原有

基础上没有进一步提高的精品课程要坚决取缔，

以此督促各高校、各课程组一定要非常注重精品

课程的后续建设工作。基于目前有些课程共享度

不够、服务质量不高、辐射度低的现状，不仅要检

查课程网站的连通情况，更要检查网站内容的更

新率和点击率，把精品课程上网服务质量作为一

项后续指标进行考核，加强精品课程的共享和应

用情况检查，将精品课程上网落到实处。对已过

５年有效期 的 国 家 精 品 课 程，要 开 展 以 政 府 为 主

导的 复 核 工 作，以 借 助 外 部 压 力 来 构 建 合 理、可

行、能保障精品课程建设的长期有效机制。［９］

４．要加强精品课程建设的合作交流。

国家精品课程都以高校为单位申报、评审、立

项和建设，几乎没有跨校的合作与交流。而通过

相互交流合作，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把

一门课程真正建设成为精品中的精品；在我国当

前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师

队伍的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教育现代化要求的状

况下，开展院校之间的合作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据北京师范大学调查［１０］，对于校际共建精品

课程，有２５．５％的教师“非常赞 成”，有６０％的 教

师“比较赞成”，持“不太赞成”和“不赞成”的教师

分别占１２．７％和１．８％，由此可见，大部分教师赞

成校际共建精品课程。当然，国家精品课程建设

不能仅仅着眼于国内现有的水平和状况，而应当

拥有世界眼光，向世界先进国家看齐，扩大与发达

国家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吸收其人才培养、课程

建设、教材建设、师资培训等方面的经验，有条件

的高校要尽可能地派教师出国培训，通过国际交

流以获得更多的新思想、新内容和新方法，最终达

到发展和创新的目的，［１０］不仅要让精品课程成为

国家的精品，更应该成为世界的精品，让我国的精

品课程向世界“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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