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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开学季就要来临了。26 岁的浙江
大学硕士张韫喆，也即将踏上山东中医药大
学中医养生专业的学习旅程。

张韫喆一直有个医学梦，却在本硕阴差
阳错进入化学专业、药学专业。尽管家人坚
决反对，但他还是坚持辞职、重新高考，并在
今年的高考中圆梦成功。如果一切顺利，张
韫喆将于 2024 年毕业，届时他 31 岁。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励志故事，让人既
佩服张韫喆追梦勇气可嘉，又对他回到本科
课堂，从英语、政治开始，重新修读新专业和
很多以前学过的课程而承担的时间、机会成
本感到唏嘘。

无奈的选择背后，反映了一个客观现
状———在我国，在职人士想要修读跨学科专
业并获得学位，除了重新高考、考研，并没有
第三条路径。

不久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学
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明确不再招
收第二学士学位。这意味着在职人士不经
高考、考研修读本科学位的途径正式关闭，
未来“张韫喆们”只能继续自己辛酸的励志
故事。

认知混乱的第二学士学位

如果第二学士学位的大门是通畅的，部
分“张韫喆们”只需要通过申请第二学士学
位，攻读 2 年专业课程，达到毕业要求，就能
获得新专业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无需重
新高考、考研，也无需修读英语、政治、通识
教育等基础课程。

1987 年，由原国家教委等部门联合下发
的《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
法》中规定，第二学士学位是本科毕业生（包
括应届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并获得某一
学科的学士学位之后，通过在其他本科专业
继续学习而获得的另一学科学士学位。

说起第二学士学位，很多人无法正确区
分第二学士学位与双学位。双学位多指学生
在主攻一个专业的同时，致力于另一专业学
位课程的学习，并期望在两个专业领域都能
取得学位证书。

实际上，第二学士学位与双学位的最
大区别在于，双学位为“本科正在学习中”
的学生设计，而第二学士学位面向“本科
后”人士。

国际上通行的第二学士学位（the second
major）概念，所指的也是获得第一学士学位
之后，在其他本科专业学习获得学士学位的
情况。

然而，我国的第二学士学位尽管设置为
本科教育，但却有着时代赋予它的特殊使
命———补充研究生教育的不足。第二学士学
位属于计划内培养，开设的专业有限，偏重

于应用型专业，与生产实际结合紧密。
本世纪初，第二学士学位迎来了快速发

展期。尤其是在 2001 年至 2008 年间，全国
共有 141 所高校增设 104 个第二学士学位
专业，其中有 204 个专业布点。

之后，由于教育部在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申报、招生规模上进行严格控制，研究生教
育的快速发展，辅修、双学位的普遍施行，不
少高校减少了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与人数，
部分高校甚至停止了相关招生。

作为弥补研究生教育不足的第二学士
学位，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舞台；而作为培养
复合型人才的第二学士学位，其大门也捎带
着被关上了。

此次颁布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
办法》，尽管提出设置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
学位、联合学士学位三种学士学位类型，但
均要求在校身份，对于在职人士跨学科修读
本科学位缺少制度设计。

收紧的是复合型人才大门

1955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的屠
呦呦，在工作几年后，进入北京西苑医院举
办的“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西学
中班）”脱产学习两年半。中医西医范式不
同，可以理解为两个学科。在两段学习后，屠
呦呦成为兼具中医、西医的跨学科人才。从
实际学习过程来看，她就是第二学士学位毕
业生。

200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东
尼·莱格特，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学士学位是
古典文献，就在他临近毕业时，突然对物理
学产生浓厚兴趣，因此，他用 2 年时间获得
物理学第二学士学位，最后走上了物理研
究之路。

……
很多案例证明了第二学士学位在培养

复合型人才上的奇效。而此次学位改革的
主打方向之一，便是激发学生踏上复合型
人才之路。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表示，
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所在有早
有晚，产生新的认知不限于在校期间，也可
能来自于毕业后的某个瞬间。

卢晓东认为，未来，第二学士学位的需
求也许“只多不少”。它可能来自于生活方式
的突然转变，一名物理系毕业生回到小城市
和家人团圆，他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便有
了学会计第二学士学位的需求；

科技进步也将提高人们的求知欲，一名
学建筑的毕业生，在互联网技术、学科交叉
的驱动下，想要跨学科学习计算机、AI，而选
择了第二学士学位；

职业变化还将制造新需求，高速公路收

费员发现本岗位不再需要众多人力，而当地
缺少小学教师，通过考取第二学士学位，帮
助他应对职业转变。

为什么源于兴趣、能力的需求，需要学
历加持？

“获得学历契合了报名者的现实需求。”
卢晓东解释，如果没有学历，安东尼·莱格特
就不可能进行物理学博士的深造，进而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现实环境中，学历为应
聘、深造等提供了一个凭证。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指
出，让有类似需求的人都重新高考、考研实
现跨专业显然不现实。以考取研究生为例，
理工转文稍易，文转理工几无可能，影响的
是一个人的跨学科路径。

因此，“第二学士学位需要综合改革，而
不是取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受
访专家均表达了这一观点。

制度不顺致终身教育受阻

一项在国际上通行的学位制度，之所
以在我国没有坚持下去，除了对历史使命
的错误认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
没有理顺。

我国的第二学士学位曾经比较混乱，高
校各自为政，标准不统一。一些高校取得 30
个学分甚至几个学分就可以拿到学位，学位
含金量不一、水分大。

作为培养跨学科人才的第二学士学位，
应该如何打通制度上的关节？

卢晓东指出，首先它不再是研究生教育
的补充，在层次上仍属于大学本科教育。

“凡是学校现设的，具有学士学位授予

资格的本科专业，都可以自然设置同名的第
二学士学位专业，不需要办理专业审批手
续。”卢晓东说。把专业面拓宽到全领域，尤
其是基础学科领域，“才能不错失未来潜在
的诺贝尔奖得主”。

打破单独开班的模式，把第二学士学位
生编入第一学士学位教学班中培养，按照学
分制方式修读课程。在保障二者培养质量相
同的同时，还将产生意想不到的效应。

卢晓东举例，一名学油画的职场人士重返
校园学建筑，用他的艺术美感、人生经历、劳动
经验，将给班里同学带来触类旁通的体验。

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冲击下，全面
开放专业是盘活高校资源的有效方式之一。

周光礼指出，高校开设双学位、辅修课
程，但所选的人数并不多，教师苦恼于想开
课却没有人选课。社会上有此类需求，可以
把大学课程向社会开放。社会人士可以通过
注册学分、修学分，把学分存入“学分银行”
的方式取得学位。

在全球范围内，这也是终身教育的一大
趋势。斯坦福的“开环教育”允许学生想学习
的时候学习，想离开的时候离开，学制不再
固定为 4 年，而是可以延续若干年，断断续
续到学校学习，所获得的学分存入学分银
行，一旦达到 100 个学分，学生就可以毕业。

周光礼指出，学分银行的制度困境在
于，高校向社会提供的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没有建立起来。设立学分银行允许学生修学
分的高校是零散的，一些人担心“双一流”高
校获得学分要求高，就在普通院校注册并获
得学分，最后申请“双一流”高校学位。如何
确保学分银行里的“钱”一样值钱、规避可能
出现的学历经济，是制度上需理顺之处。

而改革后的第二学士学位，由于学生
自始至终在一所高校学习，并且与第一学
士学位生一同上课、获得学分的标准一致，
相对而言，更易保证学位含金量和人才培
养质量。

在市场环境下寻找升级版

参照国际上第二学士学位的做法，第二
学士学位的学制为 2 年。2 年时间能否保障
第二学士学位的人才培养质量？

周光礼指出，国际上第二学士学位的做
法嫁接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而我国是典型
的专业教育，尽管目前采取大类招生、大类
培养，但大类培养（前两年涉及英语、政治、
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识教育课程）并没有很
好地实现。专业教育涉及教师的饭碗问题，
不少专业的教师坚决反对大类培养。

卢晓东则认为，第二学士学位的课程重
心是必修或核心课程，不包括与学生第一学
位专业课程重复的部分，如英语、政治、其他
通识教育课程。学习量一般是第一学士学位
专业课程学分总量的 50％，总量以 60~70 学
分为宜。“最短 6 年学习 2 个学科，第二学士
学位天生就更‘通’，叠加另一学科的专业课
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具备通识功能。”

不同于从前计划内招生，在市场化的今
天，第二学士学位根据个人需求产生，管理
上也可以探讨新模式。

卢晓东建议，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规模和
专业由高校自主确定，招生考试、录取工作
由招生学校自行组织。第二学士学位生实行
走读，以应对当前校舍紧张的实际情况。

第二学士学位生学费可由办学高校按
照学分学费标准自行确定，市场定价。第二
学士学位生因在攻读第一学士学位期间已
经享受国家财政拨款补贴，中央和地方教育
事业费不再予以拨款。在校期间的其他待
遇，可按照本科生待遇执行。

“与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不同，第
二学士学位毕业生需要单独发放学位证
书。”卢晓东说，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和
学位证书，仍按现行规定的统一格式，由学
校制定颁发，但须在证书中注明第二学士学
位的学科门类、专业名称和修业年限。

根据《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
此次改革设置 3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高校
按原有政策执行，有条件的高校可以按《办
法》执行。

这让卢晓东、周光礼看到了一丝曙光，
他们期待，第二学士学位制度能够早日重新
设计、科学回归，为本科后人士的跨学科学
习重开一扇大门。

二学位制度须以升级付未来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中国大学评论

什么是“学缘异质性”？我们把本科、硕
士、博士教育阶段在不同高校学习的经历称
为具备学缘异质性。在金庸小说中，郭靖没有
一直跟随江南七怪学习，令狐冲也未一直跟
随岳不群学习，都具备学缘异质性。金庸先生
的武侠系列之所以具有持久魅力和永恒价
值，就在于其小说情节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

在《笑傲江湖》“面壁”一章中，令狐冲被
师父岳不群罚住华山玉女峰绝顶的思过崖面
壁一年。岳不群是华山派气宗宗师。

“面壁”是令狐冲成才的一个重要环
节，称为困境。在思过崖上，令狐冲又遭遇
了第二个困境，就是小师妹的移情别恋。令
狐冲因此“心头痛楚，提起长剑、向着石壁
乱砍乱削，……摖的一声，长剑竟尔插入石
壁之中，直没至柄”。这是困境带来的奇遇：
令狐冲发现了五岳剑派之前的名宿与魔教
长老大战的山洞，看到了魔教长老们尽破
五岳剑派剑术绝招的石刻壁画。

令狐冲为岳不群气宗的大弟子，从小作
为孤儿被岳不群夫妇收养，耳濡目染加之精
心教育和刻苦练习，基础扎实，气宗功夫已十
分高明，实战中取得了很多胜利，气宗的效力
得到了反复验证。如果要令狐冲学习别的武
功特别是逻辑基础与气宗不同的武功，必须
要有一个重要教育环节让令狐冲对气宗的本
质产生怀疑，甚至根本怀疑。否则，令狐冲如
何能够学习其他派别的武功？

这个重要的教育环节就是“绝学”，绝学
才会无忧（通“扰”，搅扰）。对气宗武功框架的
根本否定使得对剑宗范式的认知和学习不再
受到搅扰。绝学，即是“为无为”，即是以“无”
为目标的积极作为，就是反讽。这是苏格拉底
作为“助产师”对话的核心逻辑。反讽教育关
键不是增加学生对气宗范式的确信，不是增
加气宗框架中的知识，而是使学生由“为学日益”的气宗学
习道路转往“为道日损”的方向，弱化甚至拆散气宗框架，使
气宗的逻辑被根本否定而归于空白 / 无。

绝学是《老子》知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个概念与“绝
圣弃智”等主张一起，常被认为是“反智主义”。这个概念在
常识中也引发疑问，一个人在一生学习过程中，掌握的知识
越来越多，其掌握的知识也会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得以
验证，如何能在个人认知层面抛弃掉这些知识？绝学本质是

“反讽”，反讽所否定的是旧学的核心范式。“反讽是主观性
的一种规定。在反讽之中，主体是消极自由的；能够给予他
内容的东西还不存在，但他却挣脱了既存现实对主体的束
缚。”这种挣脱的结果就是令狐冲在学习独孤九剑新范式时
不受气宗逻辑范式的搅扰———“无忧”。

令狐冲的反讽环节不是经由活着的老师完成的，他的
第二组师父们是早已化为枯骨的魔教长老们。在石壁的图
画中，华山派和其他五岳剑派最为精妙的剑法被一一破去，
令狐冲初时看着气恼，接着———

“霎时之间，他对本派武功信心全失，只觉纵然学到了
如师父一般炉火纯青的剑术，遇到这使棒之人，那也是缚手
缚脚，绝无抗御的余地，那么这门剑术学下去更有何用？”反
讽作为教学方法初步发生了作用，令狐冲开始挣脱气宗的
束缚。之后，在进一步钻研之后，“这一晚间，令狐冲在后洞
来来回回不知绕了几千几百个圈子，他一生之中，从未受过
这般巨大的打击”。反讽的功效终于达到了。

在反讽之后，万里独行田伯光来到华山，令狐冲进入第
三个困境。之后华山派剑宗宗师风清扬出面，令狐冲在反讽
之后才得以一下子全身心进入与气宗范式相矛盾的剑宗范
式的学习，迅速掌握了独孤九剑。至此，令狐冲有了第三个
师父。之后，在杭州孤山梅庄，令狐冲再入困境而学到了吸
星大法，有了第四个师父任我行。

令狐冲有四个师父表明其具备鲜明的学缘异质性。如
果继续留在华山派岳不群门下，令狐冲学习剑宗会被斥为
离经叛道；只有离开岳不群和岳不群作为师父的华山派，他
才能打开眼界，被魔教长老们反讽掉气宗框架，随着风清扬
学习剑宗的独孤九剑和任我行学习吸星大法。

那么，令狐冲的成长路径是否与院士的成长路径有相
似性呢？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出的全部院士成长历
程进行分析，基于实证数据探究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成长路
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在
中国接受了本科教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 1068 名在
新中国接受全部或部分高等教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院士
中，在同一所学校接受了完整学历教育而不具备学缘异质
性的院士较少，仅 204 名，占全部有效样本的 19.10%；具备
学缘异质性的院士共 864 名，占 80.90%。很大一部分人在
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历阶段至少经历了一次环境转变，
更多人经历了两次转变，有着多位“师父”。

目前，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一流本科教育行动方案
中，将“本研一体”作为战略明确提出。“本研一体”培养模式缩
短了学制，似乎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但却限制了学生的校际
流动，使学生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在同一院校接受本科教育和
研究生教育，使得“令狐冲们”必须一直跟随一位“师父”学习，
这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而言是否是巨大的风险呢？这样的风
险学生和高校是否已经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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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卢晓东

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所在有早有晚，产生新的认知不限于在校期间，也可能来自于毕业后的某个瞬间。然

而，随着第二学士学位制度被取消，在职人士想要修读跨学科专业并获得学位，除了重新高考、考研，并没有第三条路径。

有关专家呼吁，第二学士学位制度应早日重新设计、科学回归，为“后本科”人士实现跨学科学习重开一扇门。

作为弥补研究
生教育不足的第二
学士学位，完成历
史使命退出舞台；
而作为培养复合型
人才的第二学士学
位，其大门也捎带
着被关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