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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清华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些举措，如学分绩改革、大类培养、课程修读要求的个别变

化等引起了师生、家长的广泛关注。小五爷园向相关部门提出了采访的请求，教务部门也希望和师生

就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以及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效果，充分进行沟通，帮助大家了解更准确全面的情

况，也请师生贡献智慧，为做好今后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我们为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副教务长、教务处处长彭刚老师，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请彭刚

老师一一解答。 

问题1：清华学分绩改革的初衷是？ 

彭刚老师：学分绩改革始于2014年，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举措当中的一项。改革初衷是想要

对同学的学习行为有更多正面影响，让同学不要过多纠结于分数高低，用等级制取代百分制，更加科

学地评价同学学业表现，带给同学更宽松的成长空间，更多选择。这一改革也得到了全校师生的普遍

赞同。 

当然，百分制改为等级制之外，还需要继续完善学业评价体系和奖励机制等配套措施，更好地实现这

一目标。改革初期，出现了一些未能充分预料到的情况，虽然经过师生共同努力，采取了有效措施，

但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困扰，需要我们更及时充分地以各种渠道，跟同学们交流，努力把工作做得

更好。

问题2：为什么在学分绩改革之初，很多同学发现自己的绩点变低了呢？ 

彭刚老师：这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学分绩改革之初，学校出于对严谨学风的要求，建议老师

打分的优秀率不要超过20%。但所有老师都可以提交申请，将打分优秀率突破20%（只要老师认为

有必要），事实上也有很多老师申请了提高优秀率，学校所有课程的实际优秀率为27%。

根据实际情况，现在这一优秀率也已经调整到30%。

30%建议优秀率的设计，也是学校反复调研的结果。大多数国际一流大学的优秀率都没有超过

30%。这也有助于保持和发扬清华严格要求的学风，更准确地反映同学学业付出和学业表现的实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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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在学分绩改革的初期，为了方便老师理解百分制如何转化为等级制，学校提供了一个

成绩换算参考模板。需要承认，这一模板让部分老师产生了误解，以为固定分数必须对应固定等级。

发现这一情况后，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向全校老师们作出了说明，并不再给出参考模板。现在老师给出

的等级成绩完全由老师自己定义。学校也仍在不断调整措施，让学分绩反映同学的真实水平。

问题3：很多人认为，改革后同等分数，清华的绩点比其他国内高校更低，这一情况是否属实？ 

彭刚老师：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也是很多人产生误会的地方。清华的课程百分制成绩和绩点成绩并

不是挂钩的。网上流传的清华和各高校百分制成绩与绩点转化图是不准确的，清华并没有百分制和等

级制的严格对应关系。网传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是此前的学校给打分老师提供的成绩换算参考模板，

即前面提到的已经取消了的参考模板。

实际情况是，百分制成绩与绩点没有对应关系。并不是89分在清华拿3.3绩点，在其他学校拿3.7绩

点。真实情况是，80分，老师可以打A，可以打B，可以打A-，都是老师根据同学学业表现和相互比

较的情况作出决定。

2015级同学50%以上的课程，老师在打分时没有给百分制成绩，而是直接给出A或B的等级制成绩。

举个例子，清华有几门公认的难度高的课程，比如随机过程、量子力学等，最高分可能只有80分，

那80分就可以拿A，拿4.0，因为你是最优秀的学生。 

所以，很多人以为的89分和90分，一分之差绩点变成两档，实际并非如此。

问题4：关于网上流传，清华学分绩改革影响同学出国申请，这一情况是否准确？

彭刚老师：百分制变为等级制，的确对于老师、同学和学校来说，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多同学认

为改革后绩点变低了，会影响同学出国，在此我想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017年底，课程咨询委员会的同学给学校反映了这个问题，学校对此高度重视。从我们当时了解的

情况来看：

一方面，每所高校对学生的学业评价标准不同，学生的平均GPA肯定也不同，不同学校中间进行简

单的平均GPA高低的比较意义不大；清华有最优秀的生源、人才培养质量高、学术声誉好，整体绩

点的高低不会影响到国外很多高校对清华学生的评判。我本人了解到，一个美国名校的招生项目主任

就直接表示“清华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strong reputation），即便较低的绩点也不会影响我们对

清华学生的评判”，“我们也完全清楚将不同大学之间的绩点进行比较并无意义。”



但另一方面，学生成绩记载方式由百分制改为等级制，教师也在适应基于等级制成绩的新评分标准。

在改革初期有时会出现GPA没有完全反映出学生真实水平的情况。有些国外学校录取学生，是要达

到某个固定的绩点才进入审核录取程序的，也的确有些学校可能在意绩点的绝对值。为了保证学分绩

改革不对同学留学申请产生不利影响，也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同学的利益，学校采取了相关措施。

问题5：为了不影响同学出国，学校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彭刚老师：学生课程咨询委员会为此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调研工作，分析比较了国内外高校的不同情

况，研判改革初期对同学出国申请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提出供学校讨论决策的政策建议。

其中，结合社科学院一位老师的课程，课咨委的同学还和其他同学一道以GPA改革为主题进行了深

入的研讨。在这个过程中，注册中心的老师们与课程咨询委员会保持了紧密的联系，除小规模的各种

形式沟通以外，较为深入全面的研讨会进行了四次。在此期间，学校领导也多次听取教务部门和课咨

委同学的汇报。最终，教务部门基于课咨委提议基础上有所改进的政策建议得到了学校的采纳。

学校决定，为在改革初期能够更加科学地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学校参考若干年来学生学业成绩段位

分布情况，将GPA算法标准化，本科生标准GPA证明中的学分绩为清华大学标准GPA。为申请留学

和交换的同学开具英文GPA证明，并在官网上作了英文说明。这份出国成绩证明根据最近若干年来

清华同学的成绩分布，对同学绩点做出了调整，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同学的学业状况。

问题6：从实际情况看，同学出国到底有没有受到学分绩改革影响？能否提供相关数据？ 

彭刚老师：虽然今年出国留学申请的情况，会受到一些新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关系方面出现的重

大变化，又如，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学校办学水平、国际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同学出国意愿也有较大变

化，但数据显示，2015级学生申请出国成功的比例同往年持平，并未出现显著的波动。 

我们了解了经管学院、计算机系、交叉信息研究院、法学院、外文系、数学系、美术学院这七个院系

的情况，这七个院系出国深造的学生较多，涵盖了全校各类学科，比较有代表性。

虽然现在还是四月中旬，有的同学还在等待国外学校的offer，现有的数据还是不完全统计的结果，

但就同学讨论中反复出现的经管学院、计算机系等例子来说，院系统计数据显示： 

经管学院2015级出国学生拿到offer学生占总体学生比例25%，人数和比例与往年持平，其中不乏耶

鲁、MIT、CMU、UCLA、康奈尔、哥大、芝加哥大学等名校，名校数量和比例也和往年持平；



计算机系，目前拿到offer同学的人数和比例，均高于往年。其中名校CMU、斯坦福、伯克利、

UCLA等，申请情况也好于往年；

交叉信息研究院（姚班）、美术学院、外文系的情况与往年相比并无显著变化，基本持平；法学院拟

出国深造人数比去年下降较多，24位拟出国同学中，目前已有20位同学收到国外高校的offer；数学

系本届毕业生规模比往年稍小，拟出国深造的同学人数也有所减少，目前尚有六七位同学未拿到

offer，除个别同学是个人学业安排方面的原因外，我们也在进一步了解情况。 

综合这七个较有代表性的院系的情况，以及我们现在掌握的全校的大致情况，2015级同学的出国留

学申请的成功比例，与往年相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问题7：未来学分绩改革措施还会继续调整吗？学校的态度是怎样的？ 

彭刚老师：毫无疑问，学校高度关切每一级、每一名同学的利益。不仅是2015级同学、16级、17

级，甚至后续同学，我们会持续关注每一级同学的学分绩情况，完善学业评价体系，有效保护同学的

利益，切实维护学校的声誉。

我们都知道，清华是一所校友对母校感情特别深，参与母校建设特别多，对母校帮助特别大的一所学

校。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在读期间，充分感受到了学校、老师和员工对每一个学生的

关切。以学生为中心，在清华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的前辈们是这么做的，我们今天和以后也一定

是这样。来自学生和学生亲友的关切和意见建议，我们从来都高度重视，也是学校进步的一个动力。

教务部门面对着同学群体，但我们也切实关切着每一个同学，会为每个同学尽心尽力。因为每个同学

来到清华，都承载着整个家庭、甚至更多人的希望。他们的学业发展、个人前途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清华的领导、老师、教务部门，都本着对同学的关心和爱护，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学分绩改革。我

们将努力消除学分绩改革对同学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将保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同学们、家长

们、校友们，多给我们提意见建议，一起把事情做得更好。

本文经彭刚老师审定后发布。后续，我们还将发出彭刚老师对于清华大类培养、课程必修要求的个别变化

（如写作与沟通课、第二外语学习必修传言等）的解读和说明，欢迎读者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