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悉，6月18日，河北体育学院教务
处曾发布《关于对杜某等40名学生做退学
处理的公告》。通告显示，因18名学生长
时间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也未办
理相关手续，22名学生休学期满未返校办
理复学或退学申请，经40名学生所属的社
会体育系、运动训练系和武术系党政联席
会议研究和院长办公会研究批准，学校决
定对40名学生做出退学处理，并通过河北
体育学院教务处网站予以公告。40名被
退学学生须在2019年7月3日前到学校
办理退学手续或提出异议。

10月25日，河北省体育学院官方微
信公众号转载了一篇名为《40名学生旷课
被退学，事后不服气上诉学校，旷课还旷出
道理了》的文章。文章称，学生旷课不尊重
学校，“现在去上诉学校，并没有任何作用，
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此事持续发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连日来，部分高校对于少数
违反学校规定的学生均采取了类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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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因旷课多被退学
专家：高校从严抓教学于法有据

▶大学生应该有选课的权利，有些学校安排的必修课学生
不愿意上，那么学校应该合理安排教学计划，教师也应该
提高教学质量；如果学生在可选课的情况下依然旷课较
多，那么学校就有权处罚违反校规的学生。
▶近日，在教育部举办的新闻通气会上，针对“河北体育学
院40名大学生旷课多被直接退学”等事件，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司长吴岩认为，如果学校是依据相关规定作出的处
理，这是一个好信号。

除了旷课之外，部分高校对于少数
违反学校其他规定的学生也采取了处罚
措施。

近日，复旦大学发布一则公告称，根
据《复旦大学学籍管理规定》，经学校校
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最近发现存在学
习年限届满未毕业或结业的12名研究
生，作出予以退学处理的决定。复旦大
学对予以退学的12名研究生名单进行
了公示，同时声明了学生的申诉权。

此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一次性
清退了52名研究生，其中包括42名博
士生、10名硕士生。学校称清退原因
是“未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
完成学业”，违反了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
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学籍
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五款等
有关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也一次性清退了16
名本科生，其中还包含留学生。

吴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全
世界来看，高等学校的毕业率实际很低，
中国相对来说很高，但我们有自己的国
情，不能简单对比。即便如此，让所有学
生进了学校就进了安全区就必须毕业，
这种情况一定要改。”

“天天打游戏、谈恋爱，浑浑噩噩的
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不能搞‘玩命’
的中学，也不能搞‘快乐’的大学。每所
大学抓本科教育质量的方式可以有所不
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吴岩说。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
王敬波认为，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
校的学业评价权，这是学术权力的核
心。学校是教育机构，对学生的学习学
业能力、学习成绩都享有完整的学术评
价权力，学术评价权是学术性的。学生
的成绩、学业标准、学分要求如何来判
断，这些都属于学校核心的学业评价
权。对于这个权力，学校享有高度充分
的自主权。对于在学业问题上不符合
学校规定的学业评价标准的学生，学校
可以采取一些处理措施，比如降级、退
学等。值得注意的是，退学和开除学籍
有本质不同，如果是学生学业成绩不合
格，那么学校的措施可能是退学，而不
会是开除学籍。

储朝晖认为，学生学习成绩不合格
就不能毕业或者需要被降低学位，这是
有必要的。大学必须要有淘汰机制，没
有淘汰机制的大学，教学质量就无法提
高，对学生的学业也将产生负面影响。

在王敬波看来，坚守学业评价标准
是学校的本职所在，也是对人才培养切
实负责的表现。学校有责任不断提高
教学水平，但在实践过程中，现在高等
学校比较多，层次也比较多，学校之间
出现了差异性。一些学校出于非正当
目的降低学业评价标准。教育部门应
该对这一问题加强管理，通过评价、评
估的方式对学校进行督导，引导学校加
强教学质量。对于明显违背教育规律
的行为，教育部门应当有所处理。同
时，学校也应该有自己的品牌意识，一
旦学校的名声坏了，那么就会失去发展
的可持续性。 据法制日报

采访中，有同学对河北体
育学院的做法予以支持：“如果
长期旷课的人依然能够顺利毕
业，这无疑降低了学历的含金
量，对其他刻苦学习的同学是
不公平的。无论出于什么原
因，即使是因为与课外实践时
间冲突，或是偶尔的精神懈怠，
都应以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为
基础和前提。如果违反了学校
规定，就必须按相关规章制度
处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认为，大学生旷课，首
先要看旷的是什么课。大学生
应该有选课的权利，有些学校
安排的必修课学生不愿意上。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那么学校
方面也应该反思，更加合理地
安排教学计划，教师在教学上
可以有所改进。如果学生在有
选择的情况下依然旷课较多，
那么学校就有权处罚违反学校
规定的学生。

“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即使
有了学生因为旷课被劝退的先
例，能不能真正起到鞭策或者
警示作用，依然是不确定的。
某些博士生、硕士生认为有的
课没有价值，就不去上了。总
体来看，现在大学里还是存在
这样的问题，必修课的分量相
对重了一点，质量也未必有保
障。学生如果因为旷课被处罚
包括被劝退，无疑是和校规相
符合的，但是和提高教学质量
的目标未必保持一致。最后可
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学校处
罚归处罚，但不去上课的学生
依然不去上课，对一部分学生
没有起作用。”储朝晖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认为，遏制旷课现象，要
从提高教学质量入手。早在
20年前，我国教育部门就要求
大学建立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
制度，但迄今为止，这一制度在
不少高校并没有建立。根据教
育部最近发布的数据，给本科
生上课的教授、副教授已达
80%。相比之前，已有很大进
步，但这也说明，落实教授给本
科生上课的制度还有很大的努
力空间。大学要从严要求学
生，就必须加强过程管理，为此
必须改革教师评价体系，要求
教师花精力投入教学。

“被退学的学生怎么办？
是另一个针对大学退学学生
的争议点。在现行制度中，一
名学生如果被退学，将很难转
到其他大学求学，只能回到高
考体系中，重新报名参加高
考、填报志愿，才能被全日制
高校录取。不然就只有选择
成人教育或者出国留学。这
无疑是淘汰不合格学生的障
碍。”熊丙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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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旷课情况，记者随机
采访了不同高校的数十名大学生。有10
多人称从未逃过课，多数人称只是偶尔逃
课，剩下个别人称旷课次数较多。

受访学生中大多数人称，自己旷课是
因为和课外实践发生了冲突。少数人承认
因自身懒散导致旷课，认为游戏和睡懒觉
比较有吸引力。还有少数人称，老师不点
名就可以逃课。

陈捷（化名）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就
读。他旷课次数较多，“有时候因课外实践
没有完成，想在寝室做完，早上翘课多半是
因为起不来床。同时抱有侥幸心理，毕竟
老师不是每节课都点到”。

陈捷为自己的逃课行为付出了代价
——由于逃课较多，多门课程平时分低，进
而影响班级综测排名。

“今年大三开学我想争取推优名额，但
是学校规定只有班级排名前50%的人才
有资格，以前觉得一次两次课不去没什么，
但没想到会影响到我后来的一些选择，悔
不当初。”陈捷说。

记者了解到，任课老师将考勤反映在
平时分上是大学里较为常见的模式。

中国传媒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
究生导师说：“大学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
方，我不反对学生用自己的上课时间去做
自己觉得更有价值的事，但同时也要允许
我在平时分上体现出差异，有得必有失。
如果所有人给分都一样，那么对那些到教
室认真上课的学生不公平。”

不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大学生中，有
超过半数的人称，自己虽然旷过课，但并未
受过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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