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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建设一流本科专业作为办好一流本科教育、

培养一流本科人才的着力点，持续推动本科专业内涵式发展，打造本科专业与课

程、学科统筹联动、协同并进的新格局，不断提升学校本科教育质量和水平。

优化结构，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深化本科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控

制规模、促进交叉、提升品质、彰显特色”的原则，缩减规模大、就业难的专业，

改造优势不明显、特色不鲜明的专业，撤销师资力量弱、教学条件差、学生和用

人单位评价低的专业，优先发展学术实力强、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专业。学校本

科专业由 131 个整合至 104 个，推动专业结构由“以量谋大”向“以质图强”

转变。积极推进新文科、新工科建设，在新文科建设中开设网络与新媒体、波兰

语等急需专业，在新工科建设中布局网络空间安全、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人

工智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等新兴专业，探索构建学科交叉、特色明显的本科专

业体系。大力推进“创新 2035”先导计划，开展科研训练、科创竞赛及“双创”

活动等，将学科与科研优势汇聚到专业建设上，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科集群创

新发展。近 3 年，学校累计获批 63 个国家级、25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7 个专业入选“拔尖计划 2.0”国家级基地。

质量为本，推进优质课程建设。完善一流课程建设方案，设置课程首席教授，

依托重点建设学科（群）与一流本科专业，打造强势学科专业引领的一流课程和



优质教材，累计 64 门课程被认定为国家级一流课程。深化全过程全课程思政教

育，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认定课程思政“榜样课”731 门次、“标

杆课”30 门次，3 门课程、23 位教师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

和团队，积极营造“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良好氛围。实施通识

教育核心课程建设计划，聚焦“厚通识、宽视野、多交叉”，构建“两条主线、

三大先导课、五大模块、百门金课”的通识教育新体系，整合文理工医优质教学

资源，由院士、知名专家等领衔，分模块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出版“一课一书”

百门通识核心课程教材，已建成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61 门。坚持“以学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全面推行启发式讲授、互动式交流、批判式讨论，依托智慧教室、

翻转课堂等手段深入推进“探究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全校小班化教学覆

盖率达 70.5%，全过程学业评价和非标准化答案考试改革实现全覆盖。

融合贯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发挥学校多学科优势，积极探索交叉学科专

业人才培养，要求学生修读非本专业类课程不少于 2 门、4 个学分，培养学生跨

学科思维。瞄准全球重大科技问题，整合文理工医经管法各学科专业和多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资源，构建全覆盖、多层次、多类型的“跨学科—贯通式”

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组织多位院士领衔开办华西生物国重创新班、生物材料国家

工程中心创新班、深地与地下水利国重创新班等 6 个大师创新班；开设数学经济

学、计算生物学等 8 个交叉试验班；聚焦“医学+”“信息+”，孵化法医学与

法学、预防医学与软件工程、护理学与管理学、医学技术与智能制造等 8 个双学

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每年选拔非医科大二学生进入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

学习；拓围“拔尖计划”“强基计划”，在研究生推免中设立“跨学科专业—贯

通式人才培养专项”。创建“玉章书院”，打造跨 70 余个专业的跨学科学习生



活社区。实行“首席专家制”“执行主任”“学术/学业双导师”制度，汇聚优

秀师资育人合力。研发“360°智能多维学生评价系统”，健全拔尖人才培养工

作多维度评价机制，不断提高拔尖人才培养质量。

以评促建，健全质量保障体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积极推进以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核心的校内评估，实现专

业评估、设置、优化、调整、退出常态化。大力推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医科专

业的国际认证评估，截至目前，已有 24 个专业通过国际和国家级专业评估和认

证。完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学院在专业设置、建设、调整方面的自主

权。对标有关国家标准和专业认证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组建质量保障专家团

队，建立本科专业质量保障体系，实行常态监控，并将专业建设成效作为资源分

配的重要依据，不断提升专业建设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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