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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强基既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地

位，也重视将中学基础教育和大学的本科

教育两者的有机衔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

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教育的基础性、引领性、奠基性作用对

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七大战略”和“十二

个强国”都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借此机会向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思考：一

是国家高等教育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二

是当前大学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三是以

西安交通大学实践为例，如何开展守正创

新。

第一，教育的强大是一个国家强大的

基础和支撑。高等教育起源于 1000 多年

前的博洛尼亚大学，特别是800多年前的

英国剑桥和牛津，创立起了现代高等教育，

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创办使得英国在中世

纪之后快速崛起，成为当时头号资本主义

强国。也培养了如牛顿一批伟大的科学家

和如莎士比亚一批文学家。1810年以后，

德国高等教育也快速崛起，特别是洪堡将

研究生教育体制引入到高等教育，把高端

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引入到大学的功能

和使命当中，使得德国后来者居上。美国

虽然建国比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特

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把英国教育体

系以及德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引入并继续

创新，使得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高等教育

最强的国家。通过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经济只能解决“今天”的问题，科技只是

解决“明天”的问题，只有教育才是解决“后

天”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已有若干指标进入世

界一流，但客观上讲，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大

学还有较大的差距。举两个例子：第一个

是美国哈佛大学，有380多年的历史，培养

出了8位美国总统和l50多位诺贝尔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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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菲尔茨奖、l4位图灵奖获得者，这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三大奖。一个学校培养出了这

么多的杰出人才，还培养出了像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

尔·盖茨，奠定了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础。第

二个是世界上最强的理工科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MIT)，数据显示以 MIT 的校友创

办的企业，2009 年经考夫曼基金会调查

MIT 校友创办了 25800 多家企业，其中包

括HP、道格拉斯等等顶级创新企业。这些

企业创造的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世界排

名第11位，这就是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之

间的差距。

在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向强的发展历史

性转变当中，有三个标志性特点：一是我们

国家培养的世界级领军杰出人才的数量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没有起到大国应有的引

领作用。二是我们非常强调学术创新，而

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体现之一就是论

文的数量。这个数量在 2016 年底已经超

过了美国，美国在当时有40.9万篇，我国有

42.6万篇，已经超过美国1.7万篇，论文不

仅要关注数量，更要关注质量。我国高校

被引的论文数量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热

点论文不到美国的一半，重数量轻质量问

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三是反映一个国家

高等教育是否强大还要看其世界范围内的

生源竞争力。以 2017 年全球留学生的分

布情况，去美国的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

24％，不仅数量第一，而且质量也是最优秀

的。我国占了10％，中美两国留学生人数

差距非常之大。我国在美国留学生有 35

万，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2.5％，连续八年

位居榜首。但是美国到中国留学的只有

11689 名，过去四年呈不断下降态势。同

时，我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年龄在不断的前

移，以往以读硕士、博士为主，现在以初高

中为主。此外，学科专业差异也很大。这

是现实的差距。

第二，简要分析一下当前高等教育面

临的问题。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既有高

校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我们认为的

外部因素，特别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办学理

念、校园文化、校风学风、办学条件、资源投

入、培养方案、评价方式等，这些都是影响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外部因素。从教书育

人的角度来说，它的主体就是教师和学生，

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内部因素，是教和学矛

盾的两个方面。就教师而言，其职业素养、

师德师风、教学能力、经验技巧、教学内容、

方法手段对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

决定作用。同时，学生的学习目标、价值趋

向、学习兴趣以及大学采取的质量评价体

系，对学生也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这样的

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

教育的确还有很多值得关注、重视的问题，

素质教育方面在不断地推进，但是客观地

讲应试教育还是占主导地位，大学也存在

重知识传授，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所以

高分学生本应该鼓励他们或者希望他们报

考数理化这些基础学科，但是他的愿望并

不是成为一个科学家，而更多的是选择像

经济金融这样一些薪酬高、就业好的专业，

所以才会出现“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

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背后有深刻的原因。

当前，大学的确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办学理念和价值导向

问题。人才培养过分重视智力教育，而忽

视了学生人格、心理、情感方面的培养，人

文底蕴和价值追求欠缺，缺乏批判精神、独

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学生对应付考

试，获取证书、找好工作比较感兴趣。当然

这都是统计数据，也有不少同学有远大的

志向和抱负。总体而言，重育才轻育入，呈

现出“才”的维度均值高，但是方差小，而

“人”的维度，也就是品行素养方面均值小

方差大。

这里我们共同学习一篇l883年美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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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罗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

章，至今读来还是感触很深：“科学与应用

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

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如停止科学的进

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

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

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问

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

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正确

探索其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

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没有寻根

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这是 1883 年美国科学家罗兰的一篇文

章。虽然时代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是这种警示依然很重要。从中可以感受

到：学术创新，不到山穷水尽是不可能柳暗

花明的。第二篇文章是66年前，为了纪念

美国高等教育创办320年，爱因斯坦受《纽

约时报》的邀请，写的文章标题为《负担过

重必然导致肤浅》中提到了专业教育和通

识教育的关系。正是受这个观点的启发，

美国高等教育从上世纪60年代起开展通

识教育，也就是通专融合的人才培养。从

这篇文章我们看到，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

要“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

第二个问题，是人才培养摸式的问

题。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难以适应总书记

提出的“三个面向”。即：面向国际科技前

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专业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或者是

参考了前苏联的办学模式，把专业分得很

细，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虽然能够满足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时期的人才需要，但

是这样的人才由于知识面窄，人文底蕴创

新能力不足，难以适应新时代创新型人才

的需要，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第三个问题，是大学、中学以教师为中

心的单声道教学方式。美国UCLA大学的

CindyFan 教授在参加中国本科教育评估

时，对中国的大学课堂做出评价，即课堂分

为五种类型：一种是非常安静，教师掌握整

个课堂，学生安静地听老师讲；第二种是老

师提问题学生举手回答，或者老师指定学

生回答，教师主动；第三种是交流互动；第

四种是对话；第五种是争论，为了一个学术

观点，老师和学生可以争论起来。这才是

创新思维、思辨能力和敢于质疑的品质和

勇气。

第四个问题，需要面对“互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的新挑战，如何应对新技术

对教育的新挑战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国

的高考还是纸和笔，考察的重点是学生对

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但是五年、十年以

后，当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很发达的时候，就

可以考察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动手能力、

创新设计的能力。我认为这些非常重要，

需要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共同研究。

围绕这样的思路，西安交大做了一些

实践和探索。西安交大的改革总体上是围

绕“品行、知识、能力、思维”四位一体的教

育质量观开展，品行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

要务，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培

养作为大学教学的核心任务。围绕这样的

基本理念学校推出了八项举措，包括：立德

树人，成立本科生院，破解教育育人割裂的

难题，实行大类招生，建立通专融合培养体

系，建立创新创业实践育人新平台，建立

“一拔尖六卓越”的新机制，还有“一带一

路”国际化人才培养新范式，互联网+大数

据+AI创新教育教学，建立教育教学质量

大数据评价、绩效考核制度体系。

（原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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