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寒假期间，大学生们不
时刷新教务系统，查询各科
成绩。与此同时，关于是否
取消绩点制，再度引起热
议。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
开展等级制评价试点，探索
取消或弱化应用已久的绩
点制，以期破除“分数至上”
的观念。相关评价制度改
革会给高校教学带来怎样
的影响？改革方向该何去
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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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等级
制评价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师生们
对此有不同看法。“终于解放了。”北京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受访学生表
示，大家苦“卷分数”久矣，如今不再为

“刷分形式主义”而操心，心态更放松。
分数祛魅后，不少学生放下“内

耗”，转而“向内修行”。有受访学生坦
言，不再纠结“一分一毫”的差别，可以腾
出时间听讲座、参与社会实践。“我希望
自己的学校也能试点等级制。”北京一所

“双一流”高校学生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主管林德龙

表示，“分数至上”在束缚学生的同时，
也给教师带来无形压力，进而使教学
更注重“结果”而非“过程”。“等级制评
价对于教师也是解放，教师的自由度
大了，可以探索更多真正有益学生成
长成才的教学设计和过程性评价。这
也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不过，也有学生对等级制评价有疑
虑。“等级制有更多的并列名次，可能带
来新的内卷形态。”北京某高校学生小

天表示，一些人“卷”不了成绩，就去
“卷”社团活动、实践活动和各类竞赛。

小天还担忧，申请国外高校时通
常需要提供GPA，等级制能否“流通”
仍不明晰；跨校保研也面临相同问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宋
艳表示，为确保国内外高校准确理解
相关评价标准，学院会在学生成绩单
上附加等级制成绩评定说明。

清华大学教务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清华大学将百分制变为等级制，但
并未取消学生成绩的绩点，而是以等
级对应绩点数值。例如，“A+/A/A-”
均映射 4.0 的绩点，“B+”对应
3.6的绩点。“这种方式既能弱化
区分度，又能确保学
生拿到相应的绩点
成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建议，在更大范围因
地制宜运用等级制评价，有助于破除“分分计较”，引导
学生关注个人志趣、潜能激发与德性成长，让大学真正
成为学生广泛涉猎、自由探索的学术殿堂。

小天建议，试点等级制的过程中，要注重体系上下
游的衔接，以防“牵一发而不动全身”，如果等级制变成
另一种形式的“GPA考核”，那将会背离改革初衷。

“只有衔接好现有奖学金评定、保研、留学等制度，
成绩评定方式改革才能发挥积极效果。”林德龙表示，将
综合素质评价引入学业考查、奖学金评定、推优等工作，
更加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和素质养成，引导学生通过不
同跑道自由全面发展。

西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吴叶林认为，等级
制评价落地的核心问题不是“绩点”转“等级”，而是“粗
线条”评价赋予学生的“自由空间”，能否真正带来专业
知识水平、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有必要重塑大
学生学习中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强化学生学习的自我意
识与主体责任，激发学习内驱力。

目前来看，教育评价也应先立后破，对于绩点制还
不能“一棍子打死”。在更合理的制度成熟前，绩点制仍
发挥着一定的学业水平参考价值。“部分高校的尝试很
有意义。”吴叶林说，同时需要说明，等级制只是学业评
价的方式之一，并非将来面向全国的唯一选项，需要持
续推进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创新。

此外，解决教育领域难题，更要跳出教育看教育。
除了探索创新评价机制，各方还应协同发力，拓宽
就业创业渠道、增加升学机会，为
各类院校的人才创造多元出口，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据《半月谈》)

在高校里，每逢期末便埋头刷题
的大学生不在少数。面对各科考试，
学生们“分分计较”。“保研、出国深造、
参评奖学金等，都要看绩点。多一分
少一分，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北
京某高校一名本科生说，绩点是学生的

“硬通货”。
目前，国内高校普遍采用“平均学

分绩点”（GPA）评价学生学业成绩。
绩点制在我国已有近40年历史，较常
见的为5分制或4分制，不同学校计算
方式略有差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
大，就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绩点制
的指挥棒下，一些学生陷入“分数至
上”的漩涡，甚至刻意避开难学的课，
转而选一些好过的水课。“我们学院有
一名老师讲课很扎实，但期末考试给分
相对偏低，作业留得也比较多，选这门
课的同学就不多了。”重庆某高校张同
学说。

“一味追求高绩点成为部分学生
选课、学习的出发点。有些学生甚至
给教师写信，直接要高分。”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唐平说，学
习的重点不是追求高分，而是锻炼逻
辑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怎样打破“唯分数”怪圈？教育界
在思考，也在探索。2022年春季学期
开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试点取
消部分课程的绩点制，转而采用等级
制——设 A、B、C、D、F 五个等级，85
分及以上均得 A（优秀），75 分至 84.9
分为B（良好），F对应“小于60分”（不
及格）。

尝试运用等级制考核的高校，不
只北京大学。早在2015年，清华大学
便开始实行等级制。华东师范大学也
是国内较早推行等级制记分方法的高
校之一。多所高校教务系统负责人表
示，等级制具体实施方案可能不同，但
改革的初衷，就是要强化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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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绩点制取消绩点制，，能否不再能否不再““卷分数卷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