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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收入此书的文章，多数是我８０岁以后写的。现年８６岁的我，
由于毕生从事的是教育工作，因而一直关心着大学教育，相继写

了１０篇有关大学教育的文章；我对传统文化、诚信、和谐等方
面的问题也很关注，写了９篇文章；我对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和
人物也很重视，写了８篇文章；此外还写了谈改革的文章２篇，
谈民生、人生和理想的文章各１篇，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文章１
篇；也记录了一些与我个人的学业、事业和生活相关联的人和

事；同时，本文集末尾还收录了我的至爱亲朋对我的关怀勉励之

语。这次将上述文章集结成册，希望能够产生一点积极影响，并

望获得读者宝贵的批评意见，起到互相交流、促进提高的作用。

这就是我出这本文集的初衷。

赵瑞芳

２０１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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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大学教育

大学是积聚知识、培养人才、传承文明的地方。一所好的大

学，不仅要有大楼和大师，更要有大爱。卢梭在 《爱弥儿》中

说：“教育需要爱。”大学的爱，就是要让学生感受到充分的爱，

这种爱，绝不是无原则地一味迁就，而是有原则的宽严相济、情

理相容的爱。一所有大爱的大学，是把学校的发展纳入到国家的

发展之中，用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引领师生共同发展和实现

理想。这是大爱的本质体现，也是大学的根本宗旨。一所好的大

学，能用心发现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发展潜质，能容纳性格乖僻

的人存在，这种人或许不通人情，行为古怪，会提出一些刁钻的

问题，但他们没准会成为引领未来的奇人。一所好的大学，是充

满民主自由之风、包容之度的地方，不抹杀个性，不迷信权威，

但又最讲规则，培养的学生既有文化修养，又有人文情怀和社会

责任感，积极、阳光，有抗挫能力，有感恩情怀。一所好的大

学，也是一个纯净的地方，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教师能心

无旁骛地钻研学问，教书育人；学生能聚精会神地搞好学习、成

长成才。一所好的大学，必然追求真善美。大学的真，就是追求

真理，正如哈佛大学的校训——— “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

为友，更以真理为友”；大学的善，就是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

真理总是和 “善”联系在一起，追求真理的人必定是善良的人；

大学的美，是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团结、合作、和谐

的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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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好的大学，还很注意培养国际化人才，课程设置多元

化，为学生提供多视角的氛围，让学生有广阔的视野，能熟练运

用国际化语言，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有较多了解，能以 “异域理

解”“视角交融”的思维进行国际交流，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能

力，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一流大学普遍把国际化程度作为

自身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的体现，把国际影响力作为衡量成功与

否的重要标志，它们进行着广泛的国际交流、密切的国际合作，

以原发性学术思想引发国际关注，以原发性学术成果引领世界发

展的方向。一流大学经常活跃在国际高等教育、科研和学术前

沿，彰显强劲的国际影响力。高度国际化的一流大学在推进留学

生教育、提高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在

读研究生中，外国学生约占４０％，哈佛大学的留学生来自１０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英国牛津大学的留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１／４；剑
桥大学的研究生中，留学生约占６０％。这就必然要有国际化的师
资力量，在英国的大学教师中，外籍人士约占２０％，牛津大学的
教师和研究人员中，外籍人员高达４０％。①

学术性是高校的本质属性，学术活动是高校的基本活动，学

术水平是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学术发展是高校内涵式发展

的主要任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在于提升质量，提升质量的路径

在于 “特色办学”，目标在于 “争创一流”。所谓特色，就是与众

不同。然而，即使是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可能将所有学科都办成

世界一流学科，而是结合学科优势，培育特色专业，使之具有更

强的创新能力，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成为同类院校的佼佼者，

这样，也就形成了某一学科的一流水平。② 作为名校、名师，一

般都要具备以下特点：学科贡献重大，学界认同广泛，学术声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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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谢和平：《国际化视野　国际化人才》，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第１６版。
林新宏：《现代大学该如何追求卓越》，载 《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第７版。



良好，人才培养成绩显著，等等。以上这些铸就着一所大学、一

个学科的辉煌。

中国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播下了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

种子，践行 “兴学强国”“以学报国”的办学理念，把学术自由、

独立自主与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相结合，这是中国大学得以发展

壮大的强大动力。近年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负责人对我国大学

发展提出过一些中肯的建议：第一，资金问题，平均分配不利于

建设一流大学；第二，特色问题，大学是奠基在特色之上的，耶

鲁的保守性与斯坦福的冒险性便是两所大学的突出特点；第三，

人才创新能力问题，耶鲁大学莱文校长多次提出，中国大学的人

才培养，不能忽视创造性和独立思维能力的训练。①

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是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经

之路，也是大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提升社会

贡献度的价值所在。应把批判性思维教育贯穿于培养过程中，以

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教育理念应该是 “授人以渔”，而

非 “授人以鱼”，学生接受教育应以创新为基点，解答没有人成

功解答过的问题。

总之，大学具有立德树人、传承创新、探索未知、引领文化

的诸多品质和功能，它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

根本，为建设一个和谐、文明昌盛的社会而努力贡献力量。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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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洪成文：《外国同行如何看中国高教》，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第
１３版。



再谈大学教育

大学的基本职能在于育人成才。开放自主、自由探索、去愚

图新是大学的独立品格。大学作为先进理念和崇高道德的承载

者，肩负着营造 “崇尚知识、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崇尚美德”

的使命。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难题，促进生

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大学可以没有高大的院墙、宏伟的建筑，更不该有过分浓厚

的商业气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积弊，但必须有学识丰富、

以德育人的教师，重视学业、热爱生活的学生，尊师爱生、善于

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校长，也要有能够满足教学、科研和创新需

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有满足师生身体健康需要的运动场和游

泳池。

大学之大，大在视野和胸怀宽大，不局限于一孔之见；高等

教育之高，高在立意高远，不满足于当下之功。陈寅恪先生曾在

王国维的纪念碑铭中写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明学

者应有的品格和追求。西南联大能在民族危难之际坚守优良学

风，就在于大学的独立品格。①

以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是大学的本分。高教育质量不

仅仅是 “高分数”和 “高升学率”，还应包括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素质人才不仅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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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玉明：《论大学的独立品格》，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第１３版。



有丰富知识，还应有严谨求实的学风、兼容并包的气度、锐意创

新的意识和捍卫真理的勇气，以及直面困难、直面压力、变压力

为动力的胆略。在情商素质方面，注意培养大学生的四种能力：

一是认识自我、有 “自知之明”的能力；二是自我激励、激发自

己的积极性和上进心的能力；三是情绪调控能力，当感情受到某

种强烈刺激时，能够冷静地克制冲动、调节自我情绪，妥善地解

决问题；四是善于与人沟通、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

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① 西南交通大学着力培养 “五

有”交大人：一有社会担当和健全人格，二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才

能，三有人文情怀和科学素养，四有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五有

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②

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

学生们渴望生动鲜活的课堂教学。复旦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

教师陈果就十分善于创设生动鲜活的课堂。在一次课堂教学中，

她首先让学生看一段网络课程视频，然后向学生提问：“对与错、

善与恶的边界在何处？”学生们的视角令她惊讶———他们从历史

上的功与过、人性中的善与恶、不同时代道德评价标准的变迁、

私德与公德之间的张力等多角度地论证着这一问题。课堂跃升为

师生之间的深度知识探究，这种 “视频 ＋讨论”的教学方法，让
陈果老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益趣双收，深得学生好评。③ 这种教

学模式既充分利用网络在线教学的优势，又强化了师生之间面对

面的互动，变单一灌输为双向互动。这种启发式、探究式、参与

式、高效灵活的教学方式，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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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新亮、赵宝新： 《大学生情商素质亟须培养》，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４年８
月２９日第７版。

徐飞：《培养 “五有”交大人》，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１３版。
王斯敏、杨谧、张胜： 《信仰有根基　课堂有意思》，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１月１９日第１、３版。



情，又提高了教学效果。

总之，大学除传道授业、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外，还要 “接

地气”，“长实学”，即面向社会实际，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在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取得的经验，又会反转过来促进教学质量的

进一步提升。

２０１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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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比较

我国教育在东方教育中有一定代表性，美国教育在西方教育

中也有一定代表性，比较两国教育，希望能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

革，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起一点积极作用。

我国重基础教育，重知识传授；美国重能力培养，重创新精

神。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存在着 “两强两弱”情况。 “两强”

就是对学生基础知识的传授全面牢靠，对学生考试能力的训练扎

实有效，表现在中国学生屡屡在国际数、理、化 “奥赛”中获得

金牌；“两弱”就是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比较薄弱，

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比较薄弱。

美国教育重视教学的多样性，重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

参与各种活动的能力，提倡新颖的观念及做法。他们认为：人无

全才，但人人有才，学校的任务就是把学生的 “才”充分激发出

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杨振宁教授

在比较了中美两国学生的情况后说：美国学生的成绩远不如中国

留学生，然而数年后，美国学生的科研成果却比中国留学生多了

很多，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学生不仅仅是在读书，更注重自身

的动手能力与创造能力的发展。

如何才能上大学？中国重视的是考试，每年有数百万人一同

参加高考，数万家长送考，考试内容基本上是学过的书本知识，

评分依据是标准答案，优先录取的是总分居高者，对考试分数的

要求很严，差一分就上不了大学，可谓 “一卷定终生”。这种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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