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要闻4
本版编辑 /王文佳 视觉设计 /竹建英2021 年 1月 6日 /星期三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允许上海交大学生转学至井冈山大学也是维护受教育权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的一流高校，也都是不保证学生百分

之百毕业的，反而都会维持一定的“不毕业率”，即淘汰率。国
外有些名校的淘汰率还会高达一成以上甚至两成，以此作为

对学生专心学业的激励手段。

有教育专家表示，适度扩大高校转学的“充要条件”，有

利于提高办学质量，对学生的发展也是良性促进。

去年 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改进高等学校评价，突出培养相应

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事实上，“学着学着发现自己学不下去了， 或不喜欢学

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硬着头皮学，要么赶鸭子上架，要
么把学生逼到死胡同里，都不是明智之举。 正如有专家表示

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都会变化。 很多

高考成绩不佳的学生却蕴藏着无穷潜力。 相反，进入一流大
学、一流专业后，发现自己“学不对路”，需要转换学习场所，

这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转学就是再给学生开辟一个新的学
习机会和新的学习环境。

把种子栽在花盆里，只能长成盆景；如果移栽到开阔的

田野和巍巍群山间，它们也许就能枝繁叶茂。

这便是转学机制背后的一条基本教育原理。

王蔚

    ■ 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 特别需要，无
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

■ 只能学生主动提出申请，学校无权逼
迫或勒令转学

    ■ 挂科严重， 几乎不可能拿到毕业文
凭了

■ 身心出现严重问题， 到了非转学不
可的地步

    ■ 给进了大学后“读不下去”的学生一
个机会

■ 保护学生的自尊，也有利于学生的
长远发展

“体面”转学 求学再辟新路
转学有苦衷

申请有前提

制度有必要

首席记者 王蔚

几天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一则公示，一名在籍本科生经申
请，将转学至井冈山大学。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这是什么

操作？”“大学也可以转学？”“允许转学是不是有利于维持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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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属于成人教育序列的

全国开放大学，也将逐渐在系统内
推行转学制度。将来外省市开放大

学和上海开放大学学分互认，可以
转学。而在普通高校序列里，转学

只能由学生主动提出申请，学校无
权逼迫他们转学，更不能勒令转

学。这涉及学生依法享有的受教育

权利的问题。”芦琦教授说。
“转学年年有，今年成网红。”

网络上的议论，主要集中在对小周
同学因“身体原因”提出转学的惋

惜。毕竟考入上海交大是很不容易
的，现在转入一所非常普通的地方

院校，若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
做出这样的选择。

“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选择
专业、选择学校的自由，不仅对学

生不利，对大学教育也不利。”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不得不承认，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在
入学前根本不了解大学以及大学

的专业，往往一进大学就对大学及专业很不
满意，这种不满情绪又会直接影响到学习的

状态。另一方面，大学要提高办学质量，就必
须保持一定的淘汰率，但是，如果没有转学

机制，一些被淘汰的学生再想读大学的话，
就只能重回高考考场，这又会加大高考的竞

争。因此，建立高校间的转学制度就显得很
有必要。

2015年初，985重点高校湖南大学被披
露一次性接受了 17名非重点高校研究生，

他们以“父亲身体不好”“饭菜辣”“对油画过

敏”等理由成功转入该校就读，被公众质疑
涉嫌“转学腐败”。事发后，教育部对该校违

规办理研究生转学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此
事也引发不少专家对转学理由中“特殊困

难、特别需要”的模糊规定提出质疑，认为缺
乏可操作性，存在沦为“转学黑幕”的漏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提出，转
学制度有其存在的意义，应该进一步将转学

程序公开、透明，让其在阳光下运行，广泛接
受社会的监督。

    大学生为什么要转学？上海某高校教

务处负责人坦言，大学生转学最主要的原
因是“读不下去了”，一是挂科严重，几乎不

可能拿到毕业文凭了；二是身心出现了严

重的问题，到了非转学不可的地步。“现在
进了大学后读不下去的学生占有一定的比

例，转学的比较少，但退学的人比校多，甚
至还有被勒令退学的。考进大学绝对不等

于进了‘保险箱’，有的同学考上大学后，因

沉迷于打游戏而荒废了学业；有的是陷入

情网，恋爱谈得昏天黑地，考试却红灯高
挂；还有的同学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无

法正常学习和人际交往，只得休学或退学
回家休养。”这名负责人说。

早在 2004年，上海戏剧学院就有过
“不会表演可转学”的内部规定。学校在录

取通知书上就声明，新生必须通过一年的

试读期，文化和专业课均通过考核才能继

续在上戏学习。

文化课良好但专业课通不过考核的学
生，会得到学校的推荐，去其他院校就读。

上戏将此举称作是“体面下课”，这种做法
既保护了学生的自尊，也有利于学生的长

远发展。个别学生的文化学习其实是非常
好的，但并不适合当演员或从事其他影视

工作，学校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将他们
推荐给其他院校。如果接受高校也同意，还

需要在取得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后方能顺利转学。

    全国每年都有一些在校大学生提出转

学。例如，2019年 7月，北京就曾集中公示
了一批转学申请，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等 985名校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

转出高校明显优于转入高校，其中有一名

学生申请从北京交通大学转学至安徽新
华学院。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次上海交大

小周同学的转学很有“政策典型性”，因为
这是在法规和政策允许框架下的合理合

规操作。

芦琦教授说，2017年 2月，教育部出

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可以
转学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学生一般应当

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因患病或者有特
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

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
学。”此外，教育部还规定了六种情形不得

转学———

■ 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 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

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

■ 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 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

■ 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

制标准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的；

■ 无正当转学理由的。

就本科生来说，高考录取分数高的大
学可以转学到录取分数低的大学，即可以

“从高转到低”，反之则不行。以小周同学
为例，2016 年，井冈山大学软件工程专业

录取江西生源的最低分是 490分，而小周
在这一年是以 640分考入了上海交大的，

因此，现在转学到江西任何一所大学都是
没问题的。

    上海交大的这则公示称，学生周某系

江西省人，2016年 9月以 640分（理工类）
考入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电子信息

类，现就读软件工程专业，因身体原因，于
2020年 11月提出转学至井冈山大学软件

工程专业。
比上海交大的公示整整早了一周，井

冈山大学教务处在 2020年 12月 22日就

挂网关于周某拟转入该校的公示，称“该生
因身体原因，不适宜在外地学习，2020年

11月 20日向我校提出转学申请，拟转入
我校软件工程专业学习”。

由于都过了公示期限，目前上海交大

和井冈山大学的相关网站均已撤下了这两

则公示。但是，“从上海交大转学到井冈山
大学”的新闻却冲上了热搜榜。因为，在人

们的习惯思维里，这是两所“重量级”相差
悬殊的高校。上海交大是我国历史最悠

久、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之一，是
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

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

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现有
专任教师 3236 名，其中教授 982 名，有

中国科学院院士 24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23名（包括 1名两院院士）。而井冈山大

学的官网则显示，该校位于江西省吉安市，

是江西省政府和教育部共同重点支持建设

高校，是同济大学对口支援高校，现有专任
教师 1082人，其中教授 131 人，副教授

389人。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小周同学是 2016

年秋季被上海交大录取的，按照正常的学
业流程，应该于 2020年 6月完成本科学习

并取得本科学历，现在不仅没能按期顺利

毕业，还主动提出了转学申请。
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芦琦

教授说，小周同学从上海交大转学到井冈
山大学，属于“从高转到低”，符合教育部有

关转学的规定，只是大家对高校转学规则
不熟悉，而且，大学转学也一向从严掌握，

属于极小众，一般不为外界注意。

两校公示冲上热搜

离开也是“体面下课”

六种情形不得转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