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理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人

事管理与分配制度，干部选拔与任用制度，

考核评价体系，资源调配与共享体系，学科

的设立、撤并机制，学术特区建设和基本建

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

以上还只是一些基本的思考。我们希

望集中全校智慧，扎扎实实搞好规划的制

定工作，以此为导引，切实加快学校发展的

步伐。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

一所大学的光荣与梦想。大学之大，育“大

人”之谓也；大学之学，在于“明理格物”

也。走过 115 年风雨历程的西安交大，迁

校 55 年来扎根大西北弦歌不辍，精勤育

人，见证跨越三个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波

澜壮阔。在西安交大第二个百年历程中，

以什么样的教育培养学生？西安交大以自

身人才培养的实践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一、在历史进程中探寻一流大学人才培养

以什么样的教育培养学生？站在历史

的长河和广袤的空间，这个问题离不开中

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大学的文化精

神，特别是中国大学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大

转变。因为高等教育不仅是单纯地培养大

学生走出校门，更要担当起中华民族的脊

梁和中国伟大复兴的使命，要为中国的文

化传承和世界文明做出一个中国人理性的

思考和应有的贡献。

中国高等教育从它的起源就带着历史

的使命和民族的责任，十九世纪末清朝一

批仁人志士立志学习西方，振兴中华民族，

免受列强侵略。当时盛宣怀上奏朝廷，要

学西方“实业报国”，于1896年创建的交通

大学，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

以什么样的教育培养学生

□郑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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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大学的起源决定在未来漫长的发

展演变中，社会对它的要求，国家对它的期

望，以及历史和民族对如何办大学，成为人

们心中一种抹不去的寄托与情怀。

承载着中华民族要发展、要强盛的历

史责任和期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学

习西方开始，在教育方式、教材内容、教师

聘任等方面都体现出“学习西方高等教育，

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人说交通

大学是“东方的MIT”不足为奇，当时主政

学校教育的福开森教务长及一半以上研究

员都是聘请国外的学者，教材几乎都是

MIT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唐文治校长，就

非常注重学生的知识传授，同时强调中国

传统文化对人的陶冶和培养，要求“当做一

等学问，砥砺一等人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全

盘学习前苏联。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发展对

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1952年国家进行大

的院系调整，合并私立大学，逐步文理分

科，强调专业化教育。院系大调整，使人才

培养更加强调专业性，这也是适应当时社

会结构对人才培养需求所进行的模式转

变。当然，中国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地经

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曾迷失在走

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高等教育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压抑了10年革新图变的力

量，伴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迸发出春天

的活力和喜悦。更多师生走进校门、走出

国门，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也让更

多师生明白，大学承担着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培养优秀人才的历史重任。这样的

改革大潮，同时引发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如

何通过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使

大学真正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整体，大学必须做出严肃的回答。

在大学，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固然能让他们有着一定的个人成就感

并获得一定的社会回报，然而课堂教学和

人才培养，是没有办法通过一堂课，让教师

体会到价值和回报的。这就要求大学要把

每个教师的个体创造性，通过教学组织起

来，形成大学系统的人才培养体制和机制，

使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才培养。现在我

们更加强调：教师不能为了自身价值的追

求，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因为

“人才培养”才是一所大学的根本任务。

二、人才培养“四步曲”塑造全面发展的学

生

在人才培养中，我们始终思考的重要

问题是：如何应对大学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营造育人新环境，建立学问和人生砥砺合

一的教育？我们不仅要注重课堂上的授

业，更要关注课外解惑，使学生成为合格的

社会公民，成为富有交大精神和特质，有信

仰、有理想的全面的优秀人才。从2003年

开始，西安交大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先后进

行了四项重大改革：提出“2+4+X”人才培

养新模式，建立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工程

坊”，推行本科生“书院制”，倡导“体育精

神”的人才培养。

这“四步曲”就是用实践来回答：要塑

造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教育在西

安交大特定校园文化里培养全面发展的学

生？因此“四步曲”贯穿了西安交大人才培

养的“基础、创新、实践、管理、文化”全过

程，形成对人才培养的一个完整思考和实

践。

第一步“2+4+X”：让更多优秀的学生

脱颖而出

西安交通大学发展研究报告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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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研究型大学的各种优质资

源，实现从知识传授型向探索研究型教育

的转变，2003年西安交大开始探索“2+4+

X”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4+X”是基于通

识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型大学人才

培养新模式，“2”是本科前两年进行通识课

程和宽口径专业基础教育，注重道德、行

为、健康等方面的教育；“4”是将本科后两

年的课程学习，与两年的硕士生培养有机

地结合起来，在本科生高年级引入导师制，

重点是课程与教学组织的改革；“X”是针

对不同的学科、学位论文的标准要求不一

样，而实行的博士学习年限弹性制。在

“2+4+X”中，强调通识类核心课程的学习，

特设“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化传承、社会与

艺术、生命与环境、世界文明”五大类核心

课程，向大学生展现一个全新的对社会、对

文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为他们带来更宽

阔、更深层次的思考。

2010年学校通过实施新版本科培养方

案，对“2+4+X”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完善和

升华，推行通识类核心课程，促进学生的

“知行合一”，让“因材施教”更现实，同时突

出“工程实践”，给学生更多自由实现个性

发展的空间。

在以“2+4+X”为基础的人才培养中，

如何才能让更多优秀学生脱颖而出？西安

交大先后以少年班、钱学森实验班、宗濂医

学实验班、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班等实验班，

对各类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创新和实践，

以钱学森教育思想为指导创办“钱学森实

验班”，扩大学生的知识涉猎面，注重人文

精神的养成，强调艺术与科学的相辅相成，

为国家在未来20-30年工程和基础交叉学

科领域培养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第二步“工程坊”：让学生指尖上的创

新闪光

培养创新的人才，使之具有创新的意

识，必须创建一个培养创新人才实践能力

的环境。2006年西安交大创建“工程坊”，

对学生动手能力进行培养，学生通过指尖

来学习他感兴趣的知识，体会动手的愉悦，

“小制作、大创造”，获取构思产品的能力。

“工程坊”以承担学生教学实习、自由实践、

项目实践为基本任务，并向全校学生的科

技社团开放，解决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下如

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问题，通过学生

跟实际的物理世界的交互来获得知识。

在“工程坊”自由实践活动中，学生靠

兴趣驱动，进行各种工程实践活动，一方面

激发了学生对科学学习的冲动和兴趣，另

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能

力，为学生的创新实践插上梦想的翅膀。

西安交大学生机器人队通过“工程坊”实

践，连续3年问鼎全国机器人大赛冠军，蝉

联亚太区总决赛桂冠，智能车设计大赛、航

空航天航模锦标赛等全国大学生竞赛中拔

得头筹。“工程坊”不仅传承了西安交大“重

实践”的历史和传统，而且与图书馆、校园

网共同构成大学生在课外获取新知识不可

或缺的三要素。

第三步“书院制”：让学生在健康快乐

中成才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对每一个怀着

憧憬走进大学校园的青年学生，大学之于

他们，最重要的是人格养成，并找到个人的

发展之路。2006 年西安交大试点“书院

制”，以班级为基本单位，不同专业、不同年

级的同学在同一书院居住，促进学生之间

的交流、学习和自我管理，将学生睡觉的地

方改变成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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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本科生中全面实行“书院制”，学生专

业学习所在的“学院”承担学生的大学教育

和创新意识的培养，生活所在的“书院”侧

重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人格养成，二者

相辅相成，形成互补，强调学生的自我管

理，成为全面育人的重要载体。

学院教师作为书院的学业导师，辅导

员作为书院常任导师，与学生建立亦师亦

友的关系，共同分享大学生活。专兼结合

的辅导员队伍、服务于书院社区的管理员

和来自不同专业学院的老师，这三支队伍

紧密配合，共同服务于学生的培养和健康

成长。

大学生在校园里就应当“思想活跃、学

习活跃、生活活跃”，彭康老校长的“三活

跃”成为西安交大书院建设的基本指导原

则。目前，八大书院通过学生社团、网站建

设、学生活动、体育俱乐部等，营造充满青

春活力的书院特色和书院文化，打造适宜

大学生成长与成才的大环境。

第四步“体育精神”：让追求卓越成为

学生的习惯

一所合格的大学，是把教育教学搞好；

一所好的大学，更要注重人格养成；一所优

秀的大学，除了前两者之外，还要注重体育

精神的培养。

我们培养出的人，要有宽阔的基础，扎

实的理论，那还要有一种崇尚体育、追求卓

越的精神。2010年，西安交大成立“体育中

心”，逐步改变单一上课的体育课教学，组

建各类体育社团或俱乐部，创造条件让所

有学生根据自身条件，自主选择参加一两

个体育俱乐部，培养同学们崇尚体育的精

神，让体育精神融入到人才培养中。

体育精神就是追求卓越，体现一种竞

争意识，培养学生服从规则、遵守公共的秩

序。参加体育活动也是一种感情的交流。

运动员在一起共同参加一些体育项目，要

有团队，要有合作。大学倡导体育精神对

青年人的心智成长和行为养成意义重大。

大学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还要为学

生创造健康向上的成长环境，引导学生成

为一个高尚和有理想的人，这是大学始终

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西安交大自2009年以来，大力推行体

育教师进书院，指导大学生体育社团和群

体体育活动，实行体育学业导师制，关注学

生的心智成长和行为养成，让群体体育运

动、弘扬体育精神成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的重要载体。

三、用一流的教育教学传承文化开创未来

大学是人类前进的灯塔，要用教育的

理想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西安交大人才

培养的改革与探索，是对百年交大自身文

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必将成为我们迈向

世界一流大学征程的精神力量和历史激

荡。

校长心中有学生，这所大学就有希望；

教师心中有学生，这所大学才能办好。一

流大学的文化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它必

须能够培养出具有世界范围竞争力的人

才，并且拥有一流的教育教学。大学的根

本任务是人才培养，培养学生首先就要把

课上好。如果课堂教学做不好，一切无从

谈起。教学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教

师要倾心地为学生讲述对课程的理解，不

仅仅是课本上的内容，还要融汇知识，要把

前人的智慧、把正在发展的这门课的知识

告诉学生，激发学生的一种冲动和激情，让

学生听完这门课豁然开朗。

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但要追求学术卓

西安交通大学发展研究报告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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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还要注重软实力的建设，注重师生的价

值观、道德和情操的教育，并尽最大努力将

其贯穿于学校的办学思想之中。因为道德

是维系我们社会正常秩序和进步的基本准

则，道德也是科学精神的基础。我们要做

出独创性的研究工作，自然要以很好的道

德修养来做心理和思想上的保障，就像我

们的杰出校友钱学森那样，内心始终拥有

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注重道德的教

育，才有可能培养学生具有一种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和自觉地服务社会的意识。

我们培养学生注重道德教育，实际是

要在基本价值观层面引导学生。中国要走

向世界，大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学会跟不同

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打交道，

而且要使得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核心价

值观在人类和平与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这是中国从一个大国走向强国的必

然的要求。大国走向强国，首要的标志就

是国家的价值观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能够

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认同。

在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使学生了

解我们的国情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时

使他们对当今世界的变化和人类面对的各

种挑战有更深远的认识。需要认真思考大

学的使命，把目光和主要精力多投向如何

实现最好的教育教学工作，才能真正把人

才培养放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上，才能

回答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需求的价值诉

求。

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

是这所大学文化和精神的形成和产物，是

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一流的大学不是靠

各种指标、数据堆积出来的，它要有原创性

的重大科技成就，社会公认的杰出人物，并

能为后人留下传奇的“故事”，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实现一流大学的卓越。

注：本文转于2011年4月29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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