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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颁发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树立科

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

发展道路。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快、成就之

大为世人有目共睹。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使高等学校的

规模、职能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校园内变得

丰富多彩起来。在发展和成就的背后，我们发现，影响

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许多本来非常

明确的事情变得模糊，原来比较一致的看法现在也有

了不同的理解。
一、培养高素质人才是高校的第一要务

钮文新先生在《减税兴实业是定国良策》一文中

讲道，“一个国家要想能应对危机，必须有发达的实体

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又必须有创新的和科技的产业

作为主导。这样我们就会减少泡沫经济对财政金融的

冲击，也会减少国际金融市场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

们要把很大的力量用到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中国

必须看到问题的核心：发展强大的实体经济，才是避

免泡沫冲击的关键。不过，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绝不

能放弃传统优势产业。 因为，传统优势产业是国民经

济之本，是一切战略新兴产业的动力源泉，也是战略

新兴产业成长的土壤，所以，中国必须两条腿走路，缺

一不可”［1］。 这是多年来，金融危机引起全世界痛定思

痛之后的反思和灼见。如果把这种观念移植到学校的

环境中，“实业”就是人才培养，“传统优势产业”就是

本科教育。 本科教育是学校的教育之本，人才培养是

学校的事务之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 高校的社会职能不断演变，从

最早的单纯培养人才，到洪堡提出科研是大学的重要

职能发展到现在，高校的价值不断提升，功能不断加

强。 按目前的说法，高校有四大功能，即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 这四项功能是随着高

等教育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即使高

校功能再发展，功能再多，培养人才的功能永远都是

第一位，也是最基本、最关键的。之所以强调人才培养

在高校职能中的基础性和核心性地位，是因为人才培

养是高校所特有的功能，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功

能可以由其他机构来行使和代替。 所以，我们要树立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价值、是高校本能的体现的认

识，必须坚持以教学为核心，让教学成为教师的主要

工作，让高校回归人才培养，回归大学的本源。
二、本科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础和核心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 影响人才培养的因素很多，
在繁杂众多的因素中，本科教育是最基础、最关键的

因素。 本科人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才整体，在国家

高等教育人才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地位，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科教育是学校一切教育之本，
本科教育质量是核心竞争力，其他类型教育的质量都

是本科教育衍生或派生出来的。 本科教育水平高，学

校整体教育水平才会“水涨船高”。无论是世界一流大

学，还是国内的重点大学，都把本科教育放在极其重

要的位置上，把本科教育作为本校的荣耀。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 从 2001

年至 2010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 10 年中有

9 年将普林斯顿大学排在全美大学第一。 普林斯顿大

学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包括重视本科教育，要求一流的

教授必须教一门本科生课程。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些中

国留学生，他们比较中美教育认为，中国一些高校的

学生的资质和努力程度不比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差，
除了师资条件之外，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不同，是造

成中美大学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2］。 如普林斯顿大学

的作业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引发思考进而加深理

解，精而不多。该校绝大部分的仪器设备，无论本科生

还是研究生，都可以亲自操作。 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

发表的论文比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更扎实可靠，也更具

创新性和前瞻性， 就是靠自己动手做大量实验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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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现在国内有些高校也增加了许多实验设备，但是

不敢放手让学生去做，学生没有机会动手，常常只是

填写实验员做出的数据，读实验员的测试报告。 普林

斯顿大学非常重视帮助学生建立诚信和荣誉观，学生

考试从不设监考教师，每一次学生考完试都要在考卷

上声明考试没有舞弊行为，是个人独立完成的。 一旦

被发现有舞弊行为，将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甚至被

开除学籍。 本科教育的扎实和高质量，保证了普林斯

顿大学的人才质量和高水平的学术地位。 其实，国外

许多著名高校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

的想像，如哈佛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全部要求为本科生

上课，无一例外［3］。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各个高校都面临着机遇

和挑战，办学质量的压力越来越大，高校之间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 在学校内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

学生教育、成人教育、社会培训等各类教育形式都面

临着发展的机遇。 从学校事业发展的角度讲，这是好

事，但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类教育如何发

展？ 孰先孰后？ 孰重孰轻？ 这体现着学校合理定位和

科学发展的智慧和抉择。
高等教育在走向大众化教育的同时，也给高校带

来了新的形势和挑战， 一方面是高考生源的总量减

少，另一方面是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对接受优质教育

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成才的渴望越来越迫切，对高校

的“苛求”越来越大。高校能否为学生提供优良的教育

资源，能否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是学生十分关

注的问题。 高校只有具备高水平的本科教育，才能在

广大考生面前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
三、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高校不断进行自我反思

和主动修正

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首先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
并且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 富有活力的制度和措施。
要做到这些就需要高校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主动修

正，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充实自己，同时，要不断地摒弃

僵化的制度和方法。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

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尤其使高等教育界难

以释怀。 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是所有高校的目标和宗

旨，但是为什么我们极端缺乏创新型的人才呢？ 这个

问题需要高校进行深刻反思和反醒。
诚然，办学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事情，需要政府和

全社会的支持和创新。 暂且抛开外部因素，仅仅从学

校自身角度来看，我们还存在着诸多妨碍和影响高素

质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理念层面的，有

的是制度层面的，还有的是多年形成的、难以改变的

顽疾。
我们一直在强调， 教学工作是高校的中心工作，

但是涉及提职称、定岗位时，科研项目、成果和论文就

成为重要的考核和衡量指标，作为最重要的教学工作

则成为次要的，只要完成教学工作量就算过关，而教

学效果和教学投入就无从考核。所以政策的导向作用

和现实利益的驱使作用，使许多教师把揽课题、找项

目、写论文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青年教师刚走上讲台，正值好好研究教学、打好

教学基本功的最佳时机，但是花在教学和教学研究方

面的精力却寥寥无几。 目前，高校的课堂教学仍以灌

输为主，教师对教学方法的研究意识不强，教学模式

比较单一。 有些教师不是讲课，而是读课，照本宣科。
许多青年教师缺乏教学基本功的训练， 缺少对教育

学、心理学知识的学习，很多教师对过好教学关的理

解停留在备课、讲课、板书、批改作业这一基本要求层

面，对教学技能、教学理念等缺乏研究意识和深入思

考。笔者认为，教学关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掌

握教学基本环节，如备课、讲课、写讲稿、板书、批改作

业等。 第二层次是掌握教学技能和教学艺术。 如在课

堂上能掌控课堂气氛，适当地与学生产生互动，让学

生的思维与教师的讲授产生碰撞，从而提升学生的思

维训练水平，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有法但无定法。
每个教师应该形成融入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第三层

次是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特色。教学过程不仅

让学生学到了知识，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学

会思维、学会创新，有助于学生形成高尚的价值观念

和道德品质， 树立探索科学和真理的不屈不挠的精

神。现在大家普遍的概念是掌握第一层次就算是过了

教学关。
许多高校要创建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而且写进

了学校的决议和规划之中，但是什么是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 我们的认识和研究远远不够，甚至存在许多误

区和片面的理解。目前，一提研究型大学，许多人就提

出，研究生的数量要超过本科生，科研经费和科研课

题要达到什么水准，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等等。研

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特征是什么？在大学的教学活动

中，教师的教学是学习型的教学，学生的学习是研究

型的学习，师生的交流是开放互动自由的交流，这是

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和本质。 学习型的教学，是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善于创新、善于改进惯有的行为，及时反

映新的认知，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合作式的学习，不断

充实自己，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库源和总量，不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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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学方法和方式，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和教学

效果，促进自主创新教学能力的提高，推进课程改革。
研究型的学习，是学生不再局限于对纯粹的书本知识

的接受和复习， 而是通过参加实践性的教育教学活

动，在实践中学会学习和获得各种能力。 这里的“实

践”，是指社会调查、收集资料、撰写研究报告、互助型

的学习、活泼的课堂讨论、共同的研究方案等。高校要

办成研究型大学， 在教育教学方面必须实现三个转

变：教学模式从师道尊严的灌输式向教学相长的研究

式模式转变；学习模式从复制和记忆为主的方式向研

究和创新为主的模式转变；师生之间的交流模式从单

一单向封闭式向双面双向开放式模式转变。
以学生为主体， 不仅仅是提供给学生学习的场

所、休息的绿地、交流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把最优秀的

文化和最先进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 大学教育，既

要使所有的学生得到发展，又要让不同特点的学生得

到个性化的提高，更要让优秀的学生得到最好最快的

成长。 过去，我们的教育更多地是关注差生或者是中

等生，认为好的学生不用教也会主动学习，这是误区，
也是我们优秀人才缺乏的原因之一。 其实，大学教育

的一个重要使命， 是让所有学生得到发展的同时，尤

其要关注最优秀的学生，让最优秀的学生得到最好的

发展是大学的责任和义务。 据统计，2002-2006 年，在

世界一流科学家中，我国有 112 人入选，仅占总数的

4.2%，是美国的 1/10。 在 1980 年到 2002 年获得诺贝

尔奖、鲁斯卡奖、伽德纳奖、沃尔夫奖、菲尔兹奖、图灵

奖、日本国际奖、京都奖这八项国际科技大奖的 497
名科学家中，没有一名中国国籍的科学家 ［4］。 著名华

人数学家丘成桐认为，我们缺乏优秀人才，其原因是

我们的教育没有做到位，中国现在的教育就像从大锅

里盛出一点饭，比较平均地分给所有人［3］。
虽然，我们在反复强调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

切学生，但由于制度上的限制，高校的许多场所和设

施还难以向学生开放。 大家都清楚，实验室对学生的

成长非常重要，而高校的实验室却留不住高层次高水

平的人才，这是因为职称问题、待遇问题等一系列制

度上的制约使得优秀的教师不愿留在实验室。
毋庸讳言，在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存在着诸多

不科学、不合理的方法和做法，需要我们下决心去修

正和解决，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才评价制度和运

行机制， 使教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才培养的工作

上，使学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

质上。
许多问题发现了， 很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改进，即

使提出了改进方案，往往落实也不到位。 这些问题不

解决，“培养高素质人才”只会是一句空话。
（刘华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教授，山

东青岛 26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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