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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学校多校区办学是在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开展多校区办学是提高办学水平、

改善办学条件的迫切需求，随着分校区数量的逐渐增加，也给高校带来一系列管理方面尤其是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这就要

求高校更新管理理念，建立新的管理体制。论文提出从促进校际学习交流、加强智慧教学建设、推进评价体系改革三个方面

进行改革，旨在为高等院校多校区教学管理工作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推动多校区办学教学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Abstract: Multi-campus runn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system reform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ing multi-campus running is an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level and conditions 

of running a school. With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sub campuses, it also brings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management,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hich requir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update their management ideas, establish a new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promoting inter school learning and exchang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multi-campus teaching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multi-campus teaching manag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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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学校多校区办学是在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

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开展多校区办学是提高办学水

平，改善办学条件的迫切需求 [1]。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

育的持续发展，大规模的扩招，带来的最直接的困难首先来

自于学校教育设施条件：学生宿舍不足，教学设施有限，教

学资源缺乏，等等，因此建设新校区、多校区办学也是中国

高校提高办学效益，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高

等教学多校区办学为拓展高校的发展空间，扩大办学规模和

服务领域，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和社会竞争力奠定了基础，同

时也为推动学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2]，建立科学、有效的管

理运行机制提供了良好契机，使学校开展多样化高等教育办

学模式，探索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新途径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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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化工大学大学多校区办学基本情况
北京化工大学多校区办学已有 20 余年历史，多校区办

学初期，研究生因其培养过程要求及人数较少等因素一直在

本部一个校区开展，随着中国对科技创新水平要求的不断提

高，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水平人才需求的日益迫切，北京化

工大学研究生办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数量逐年增加，自

2012 年起研究生也开始了多校区办学的实践与探索。相比

本科生，研究生的在校生规模更小、培养模式更多元、培养

方案更灵活，因此在校区分配的过程中，研究生更多适应学

校的发展需求和资源现状做出调整，从最初的东、北两校区

办学，到东、西两校区办学，逐渐发展到目前的东、西、北

三校区办学。人员分配上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以年级为主的横

向分配，调整到后来的以专业为主的纵向分配，在 2020 年

度由于学校资源的极度短缺，更是出现了既有年级又有专业

的纵横相交的分配方式。

自研究生培养多校区办学以来，研究生课程教学一直采

用集中排课，学生在所在校区上课为主的课程教学模式，若

所在校区开设的课程无法满足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则可以通

过通勤的方式赴其他校区开展课程学习。2020 年秋季，后

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在吸取了春季学期研究生课程在线教学

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研究生多校区教学管理采用了线下教

学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开展。

3 研究生多校区办学教学安排中存在的问题

3.1 优质教学资源不足

多校区办学解决了学校教室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研究

生教学开展以及研究生教学质量的提升除教室资源外，教师

资源、课程资源等也是主要的因素，一地办学情况下，优秀

的任课教师集中授课，通过教室容量的升级提升课堂容量，

能够使尽量多的学生接收到知识。但多校区办学背景下，尤

其是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人员流动受到制约，任课教师

的精力有限，无法在多个校区均开设课程，那么只能选择受

众面较多的一、两个校区开课，无法开课校区的研究生也就

无法接受同样的课程教学。

3.2 在线教学过程不规范

目前在线课程的开展，一般采用企业微信、雨课堂、腾

讯会议等方式进行，具体的方式选择根据任课老师的喜好，

因为没有统一的在线教学平台，导致学校对在线教学没有整

体的规划和监管，因为网络情况的制约，教学资料的获取和

教学效果也参差不齐，教学过程的记录和数据也难以获取。

因为依靠临时的网络平台，教学资料和教学成果不容易积

累，每次新开课程都需要任课教师重新建设课程，浪费精力，

效率不高。

3.3 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传统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由专家评价、同行评价、学

生评价组成，这些评价的开展都基于听课的基础上完成，但

是多校区办学，各校区之间距离较远，除选课研究生外，专

家和同行很难兼顾多个校区，势必造成主校区以外的校区研

究生课程缺乏监管或各校区之间评价标准不一致，不利于研

究生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4 多校区研究生教育教学的管理体制构建

4.1 促进校际学习交流，建立高校教学共同体

校际学分互认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必然趋势，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整合优质资源、统筹配置及利用现有教育资

源，从而推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使更多人群享受到更

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以达到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的目的 [3]。

在多校区办学的背景下，地理位置相近，学科设置相类似

的大学之间可以开展广泛的校际学习交流，探索学分互认机

制，出台相关管理制度。

经调研，多校区周边高校的学科设置、教学模式、教学

管理等方面的情况，筛选出与北京化工大学人才培养情况相

类似的高校五所，出台了研究生跨校修读学分课程的相关管

理规定，探索开展学分互认，充分利用双方优质资源，探索

跨校修读学分，校际间学分互认的运行模式和管理制度，建

立高校教学共同体，进一步丰富多校区学生教学资源。

研究生申请赴外校学习之前，通过充分了解该校的课程

设置，并对照专业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提交申请，经

审批同意后可赴目标院校学习。研究生应在学习期满返校

后，提出课程成绩、学分认定的申请，经学校审核认定后计

入本人校内成绩记录。

4.2 加强智慧教学建设，构建一体化教学平台

疫情防控期间，为响应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停课不停

学、停课不停教”的号召，北京化工大学开展了大规模的在

线教学 [4]。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在线教学等智

慧化教学模式、手段不再是非常时期的救火队员，而是深化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中坚力量，在多校区办学的研究生

教学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不同校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的

问题。

多校区教学中最大的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而开展智慧

教学最大的优势是资源共享，我们应当充分总结疫情防控期

间在线教学的经验教训，探讨如何顺应智慧教学发展趋势，

将线下教学和线上教学有机融合，不断拓展研究生课程教学

的深度和广度，通过有效推进学校研究生教育信息化建设，

进一步打破空间壁垒，助力研究生多校区教学模式体制进一

步完善。



41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创新教学方法，鼓励任课教师在课

程教学中采用混合式教学，积极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在

线课程的建设可以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进一步提升教

学的效率和效果，降低人力、物力资源成本；推动在线教学

一体化平台建设，进一步整合教学资源，规范在线教学开展，

提高信息化在我校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推动以互联网等信

息化手段服务教育教学全过程，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水平。

4.3 推进评价体系改革
多校区办学背景下，随着在线教学等智慧教学手段不断

加强，多种教学模式并存的现状下，研究生教育教学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包括学习环境、学习地点、管理模式、教学手

段等等。新的教学模式的形成要求要有与之相配合的研究生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目前现有的传统评价体系需要重新调整

和完善。

我们首先应对校区办学视角下的研究生课程评价和考核

体系进行需求分析，对评价导向、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

价机制等进行研究，建立一套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共同参

与的，能够持续改进的，为研究生培养提供全面支持的，科

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应强化课程过程考核，丰富课程考

核形式，加大对学生随堂测试、作业、课堂报告等考核，将

客观量化与主观效果评价结合起来，将学生的认知、情感、

价值观等内容纳入其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更能发挥好

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要加强反馈机制，及时反馈

是持续改进的前提。

5 结语
多校区办学要求高校更新管理理念，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论文提出从促进校际学习交流、加强智慧教学建设、推进评

价体系改革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旨在为高等院校多校区教学

管理工作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推动多校区办学教学

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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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小朋友经常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好像听不到别人在说

什么”，以至于很多家长会去给孩子测听力。大部分孤独症

小朋友在听觉学习上会比较弱，我们平时也可以设计一些听

觉小游戏去进行训练，如听声辨物，小朋友闭眼，教师准备

各种乐器，发出声响，小朋友能够猜出是什么乐器，或者听

声辨位，小朋友闭上眼睛，教师在不同的位置发出声响，小

朋友能够分辨出正确的发声位置。后期加大难度，可以进行

悄悄话及传话小游戏，帮助小朋友更好地去听 [3]。

4.5 音乐游戏

音乐能够帮助孩子塑造审美，有时也能缓解孤独症小朋

友的情绪问题。但小朋友理解节奏比较困难，音符、五线谱

等都比较难接受，所以我们也可以根据音乐来设计游戏。

例如，《开始和停止》的音乐，非常简单，节奏间隙也

非常明了，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拉着小火车，听到行进的音

乐就开始走，音乐间歇停止的时候就立刻“小火车”（停下

脚步），这样就会帮助小朋友更直观地感受音乐节奏。

4.6 感统游戏

小朋友进行单一的感统训练会比较容易失去兴趣，那这

时就可以加入游戏，当然是在孩子已经基本掌握训练技能之

后再进行开展。如滑板，可以后期加入比较，看看谁滑得更

远，或者可以进行滑板套圈、滑板捡物等。在蹦床练习时也

可以让孩子边蹦边接物，也可以在上方绑一物品，让孩子蹦

起的时候去顶一下，能够训练到孩子的前庭，同时也会让感

统练习更有趣。

5 结语
即使是孤独症儿童，他们也首先是儿童，游戏都是他们

最主要、最感兴趣的活动方式，通过各类游戏，可以促进孩

子能力的提高，训练其各种水平。针对孤独症儿童，教师和

父母应该从孩子的需求和兴趣点出发，寻找适合孩子的游戏

形式，帮助孩子摆脱孤独，打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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