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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学院为整体的加速
培养模式不同，2022级本科
生单明嘉是“单打独斗式”的
提前毕业。2025年6月，她
参加了本科毕业论文的答
辩，“老师们看到我的学号跟
学长学姐的不太一样，他们
就很好奇，问我将来有什么
打算”。单明嘉告诉记者，比
起提前毕业“爽不爽”“酷不
酷”，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发
展方向是否明确。

一方面，从现实情况而
言，提前毕业需要在大三时
就转入毕业年级，从学籍和
时间上无法参与保研，留给
考研的准备时间也非常紧
张；另一方面，在申请一些国
外高校时，三年本科很容易
被误认为是国内专科，需要
额外向国外高校解释学制的
问题。

“我之前老是很着急，有
年龄焦虑。正常的本科毕业
年龄是22岁，我今年才21
岁，但我还是焦虑，感觉自己
要被‘卷飞’了，怎么都赶不
上别人，所以要提前毕业。”
单明嘉向记者描述了自己当
时的想法：早一年读硕士或
者早一年走上工作岗位，就
比别人多一些优势。“但是我
经历了提前毕业，还要同时
准备这么多事情，我现在反
而有点想慢下来，去尝试之
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王康康也在采访中表
示，其实自己的成绩并非专
业拔尖，但是大学期间一直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大
创项目、社团活动和讲座、
辩论赛等等。“希望未来想
要提前毕业的学弟学妹不
是被年龄焦虑和内卷推动
着疲惫地提前毕业，而是找
到自己喜欢的方向，走适合

自己的路”。
在某985高校从事教务

工作的曲靖（化名）告诉记
者，尽管“完全学分制”实行
已有数个年头，但实际上能
用3年的时间毕业的学生仍
然非常稀少。“学校层面也有
一定的担心，如果学生都提
前毕业了，是不是说明学校
的教育质量没有那么扎实。”

陈志文表示，按照目前
的高校培养模式，对于绝大
多数学生，尤其是理工类学
科的学生来说，用4年的时
间完成必要的学习任务并顺
利衔接至下个阶段已经属于
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可能新
型研究型大学里有一些更为
优秀的孩子，没有必要非得
在本科阶段耗费4年时间，
目前的‘强基计划’、‘珠峰计
划’、本硕博贯通式培养也是
国家在因材施教解决这一问
题，可以化解目前大多数高
校培养模式的‘齐步走’矛
盾。”

尹学锋也提到，加速不
是目的，其关键是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让他们适应变
化的世界。在他看来，目前
的教育加速和人工智能时代
的来临密切相关，技术迭代
正在快速改变科研方式、学
习速度。

“我们也在思考，究竟哪
些课程是以不变应万变的，
而哪些课程是真的过时了。
不能再让学生们花时间去学
已经过时的东西，但又要让
他们从每门课程中沉淀出基
础性的思维方式，从而让他
们有更强的生存力，为人才
培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应受访者要求，单明
嘉、王康康为化名）

央视网记者卢洋

修满所需学分 最快三年毕业
部分高校本科“加速”模式的利与弊

提到大学本科学习，四年制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标准学制。近日，
央视网《新闻+》记者进行了采访，探究3年就能毕业的模式是如何确
立的，是否适合所有学生？

单明嘉没想过自己会成为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特殊”毕
业生。

2024年，大二下学期，她
偶然刷到一篇帖子——武汉大
学2017级本科生王康康讲述
自己如何只用3年完成本科学
业。单明嘉突然意识到，原来大
学可以不用按部就班地读完4
年，“那我能不能也提前毕业”？

这个发现让她既兴奋又忐
忑。她立即开始研究学校的相
关政策。“教务处的老师告诉
我，学校规定用3年—6年毕业
都可以，但这个过程是有点困
难的。”单明嘉告诉央视网《新
闻+》记者，自己作为一个“成
绩还可以的普通学生”，并没有
拔尖到可以直接跳级。

但是单明嘉还是向教务老
师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规划：想
要出国留学，没有保研或考研
的需求，已经获得语言成绩，目
前只差修学分这一个任务。“我
把能提前处理的事情都做完
了，老师认为我的规划是可行
的，所以就同意了我的申请。”

大三上学期一开始，单明

嘉就提交了2025年毕业申请，
这意味着她必须在最后一学年
完成毕业论文和实习，并修完
28个学分的课程，“压力还是
挺大的”。单明嘉告诉记者，在
准备毕业的一年里，她在图书
馆里经常从早上10点忙到晚
上10点，如果课程冲突了，可
能还会影响成绩，“所以大三的
绩点要比大一、大二低一些”。
不过她还是坚持了下来，成为
华东师范大学少有的三年本科
毕业的学生之一。

作为单明嘉实现提前毕业
的“互联网启蒙人”，武汉大学
的王康康是在计算学分时意外
发现自己可以提前毕业的。大
三上学期选课时，他发现自己
已修和将修的学分合计已满足
毕业要求。“我当时很惊讶，去
查了入学时发的学生手册，发
现提前毕业是可行的。”

有了这一想法后，王康康
咨询了教学秘书。但由于他所
在的学院在过去10年间未出
现过提前毕业的学生，本科生
院老师对此较为谨慎。老师向
他详细说明了提前毕业可能面

临的风险，包括无法参加9月的
保研推免、如果挂科可能导致
延迟毕业，以及若当年未能就
业，可能会失去应届生身份等。

“但这些因素对我来说影
响不大。”王康康表示，自己的
平均成绩约为90分，挂科的可
能性较低。他计划直接申请国
外高校的研究生项目，而提前
毕业将有助于他更早地进入科
研阶段。

王康康坦言：“如果我在大
四再学一年，其实已经没有太
多需要选的课程了，这一年学
习效率可能并不高。”而一旦明
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并选择提
前毕业，他能节省出一整年的
时间，直接进入硕士学习，接着
攻读博士。“这种选择权本身就
意味着一种主动性和优势。”

得益于《武汉大学创新学
分管理办法》，王康康在与专业
相关的科研训练、学科竞赛、创
业实践等活动中所获创新学
分可冲抵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因此最后一个学期，他并没有
因为要提前毕业而产生额外的
课程任务，整体流程较为顺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
一模式的确立与不少高校从实
行“学年学分制”向实行“完全
学分制”转变密切相关。传统的

“学年学分制”要求学生在固定
年限（通常为4年—5年）内修
满规定学分，而“完全学分制”
则打破了时间限制，只要学生
提前修满所需学分，最快3年
即可毕业。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
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表示，实
行“完全学分制”的初衷之一是
实现因材施教，解放一些有天
分的孩子，促进拔尖人才的培
养。但这一模式在推进过程中
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新型
研究型大学更接近实现系统性
的挑战。

在同济大学国豪书院，
“2+1+X”的培养模式帮助优
秀的本科生进行了学制“加
速”。国豪书院执行院长尹学锋
向记者介绍，通常情况下，学生
在大一、大二夯实基础，在大三
进行交叉学科、主辅修专业的学
习。若学生在大三下学期满足

“转段”要求，大四便可开始修
读本校的研究生课程。通过这

种方式，学生的本硕博培养周
期比传统模式平均缩短一年。

不过，这种“加速”对学生
的学术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尹学锋介绍，同济大学国豪
书院的学生通常在3年左右的
时间修满 145 个—150 个学
分，其中尚未包含毕业设计（论
文）的学分。此外，每个学生还
需要承担科研课题，并在导师
的指导下参与创新实践。书院
还为未来技术班的学生在本科
阶段开设了项目制课程，共约
36个学分，即平均每个学期都
有不少于4学分的课题实践，

“学习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尹学锋坦言，“2+1+X”的培

养模式对学校的教学资源提出
了较高要求。例如，部分课程的
学分和时长被压缩，授课教师需
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重构知识体
系；项目制课程需要大量的助
教投入对学生进行1对1的指导。

为了支撑这种高密度、个
性化的培养模式，同济大学国
豪书院配备了近600名博士生
导师，师生比高达1.2∶1。类似
的情况也发生在东南大学。东
南大学在实行“完全学分制”的

过程中，平均每名导师每级需
要指导2名本科生，以帮助学
生在研究性学习课程中完成6
个—8个学分。

在陈志文看来，需要与“完
全学分制”相配套的是培养质
量把关，更不能以降低质量为
代价。“在很多著名大学的理工
科专业里，4年能顺利毕业就
已经不容易了，有些学科的课
程是难啃的硬骨头，但是在课
题体系里，学生必须要啃，不然
可能会降低大学的培养质量。”

尹学锋介绍，“2+1+X”的
培养模式虽然看上去是用3年
的时间完成本科学业，但其主
要定位是培养具有前瞻思维的
战略科学家，所以学生接下来
还会用4年—5年时间在科研
阶段进行更深入的学习。“这种
时间的收缩是为了让学生在大
三结束后可以更加全身心地融
入课题组做科研，提前明确深
造方向，消融迷茫阶段。”尹学锋
表示，目前，国豪书院强基计划
的同学中完成3年本科学习后
转段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同
学占比95%以上，“本博学业
衔接还是比较流畅丝滑的”。

本科生提前毕业的可能性

从“学年学分制”到“完全学分制”

提前毕业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完成学业庆祝毕业。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