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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发达程度，往往与文

化教育成正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

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把教育事业放到突出

的战略地位，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科技的发

展、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培养合格的人才，是我国面临

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首要问题。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现代教育是以现代生产和现代

生活方式为基础，以现代科技和现代文化为背景，坚持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以培养自主性发展的个人为目的的教育。

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现代教育培养的人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当前，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存在着种种

弊端，其中之一是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轻视了教育主体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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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发展，表现为实行整齐划一的模式化的教育，只重视知

识的掌握，忽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的培养，造

成学生被动地学习，动手与实践能力差，参与意识和参与能

力不强等。自主学习是以教育主体自主性发展作为教育改

革的起点和依据，对现行教育中不合理的观念、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造，力图实现教育理论和教育观念

的变革。

《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套丛书以国家教育部关于开

展素质教育的相关文件为指导，结合近几年尤其是２０００年

以来的最新科研成果，是一套专门为广大中小学生朋友们

准备的开展自主性学习的课外读物。因编者水平有限，不

足之处，敬请斧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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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校

清华大学

自１９９７年《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按年度发表

武书 连 主 持 的

《中国大学评价》

以来，清华大学

已经连续１１年

位居榜首。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以稳定

的优势，连续８年保持中国大学前三名。进入前１０名的大

学依次还有：第４名上海交通大学，第５名南京大学，第６

名复旦大学，第７名华中科技大学，第８名武汉大学，第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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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吉林大学，第１０名西安交通大学。与２００６年度的前１０

名相比，前四名不变，第７、８、９名不变。南京大学由第６名

上升到第５名，复旦大学由第５名下降到第６名，西安交通

大学进入前１０名，中山大学没有进入前１０名。此书下面

将按照２００７年最新中国高校排名分别介绍前２０所高校。

清华大学（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综合性大学，位于北

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１９１１年，曾是由

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１９１２

年更名为清华学校，１９２５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

大学生，１９２８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并于１９２９年秋开

办研究院。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

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１９３８年迁

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１９４６年，清华大学迁

回清华园原址复校，设有文、法、理、工、农等５个学院，２６

个系。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梅贻琦担任校长，广

聘名师，民主治校，对外加强交流，积极引入世界最新科学

技术，使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迅速发展成为一所国内最著

名的综合性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１９５２年国家高等教育的院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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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

工程技术人才。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６年６月，蒋南翔担任

校长，积极创建新兴尖端学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

义高等教育的办学道路，在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工程

技术和尖端科技人才方面成绩卓著。清华大学被誉为“工

程师的摇篮”。１９７８年以来，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

展的新时期。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清华大学逐

步恢复了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学科，并成立了研究生

院和继续教育学院。１９９９年，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

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九五”期间，通过国家“２１１工

程”和“９８５工程”的重点支持，学校基本完成了综合性学科

布局，研究型大学初具规模，开放式办学态势初步形成，总

体办学实力、科研实力和全校凝聚力显著增强，为在２１世

纪初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清华大

学设有１３个学院、５３个系，成为一所设有理、工、文、法、

医、经济、管理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清华大学现有教职工７８００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３３名、中国工程院院士２５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１１００

余人。全国重点学科４９个；本科专业５４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１５９个，博士学位授权点１２３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２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课课课课课课课课课课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识识识识识识识识识识 　　　　　　　　　　
ｋèｂěｎ·ｓｈɑｎɡｘｕéｂùｄàｏ　ｄｅ　ｚｈī·ｓｈｉ

　■■■■
　　■■■■■　　４　　　　

　　　　■■■■■■■■■

个。在校全日制学生２６０００余名，其中本科生１４０００余名，

硕士生７９００余名，博士生４２００余名。有来自４６个国家和

地区的在校留学生及进修生１０２５余名，远程教育学员

７５００余名。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１１个，国家专业实

验室２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３个、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

究基地１个、科技部重点实验室１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６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２个，教育部网上研究中

心６个。学校藏书３４０余万册。学校占地面积４００余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２１０余万平方米。学校有３万余台计算机

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出版物有《清华大学学报》（分自然科学

版、英文版、哲学社会科学版）、《世界建筑》、《装饰》、《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等。

清华大学治学严谨，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

清华大学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

才”的教育理念，建校至今，共培养了１１万余名学生，其中

包括一大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治学大师、兴业英才和

治国栋梁。他们中有竺可桢、高士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

高、杨石先、叶企荪、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梁思

成、杨廷宝、钱伟长、吴仲华、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陈岱

孙、钱钟书、费孝通、吴晗、周光召、林宗棠等。此外，马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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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陈寅恪、熊庆来、华罗庚、茅以升、吴有训、钱学森、张光

斗等是清华的进修生和资助生，美籍学者杨振宁、李政道、

林家翘是清华校友。在１９９９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

２３位功勋中，有１４位是清华校友。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底，

１５３７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２５％为清华大

学校友。

水清木华九十余载，清华大学蕴育着独特的精神魅力。

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学校

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

和精神。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

赵元任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

贯通，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从建校初期就成为清华

师生治学与为人的追求，并一代代得以传承。从“五四”爱

国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到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

·一”学生运动，从施滉、韦杰三到闻一多、朱自清，生动地

展现了清华师生的革命精神。解放后，清华大学坚持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培育“严谨、勤奋、求实、创

新”的学风，探索出一条“爱国、成才、奉献”和“为祖国健康

地工作五十年”的成才道路。今天，她更以“拼搏、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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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迎接２１世纪的挑战。

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校，今天的清华大学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以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崭新姿态

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已成为今天全体清华人的努力方

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必将濡染着一代又

一代的清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成立于１８９８年１２

月。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

高的教育行政机关。

１９１２年５月，

京师大学堂改名为

北京大学。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

蔡元培先生出任北

大校长，实行“兼容

并包”的方针，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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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１９１９年，北京大学发

展成为一所拥有１４个系、２０００多名学生的大学，是当时全

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１９１９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北京大

学是运动的发祥地。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

化运动的中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基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决定以５月４日为校庆纪念日。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曾先后南迁长沙和昆明，与南

开大学、清华大学等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

１９４６年迁回北平。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医、工、农

六个学院和一个文科研究所，学生总数为３０００人。

１９５２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到燕

园，逐渐成为一所侧重于基础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文理科综

合大学。到１９６２年，在校本科生已达到１０６７１人，研究生

２８０人。

北京大学近年来大力推进按照“加强基础，淡化专业，

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修订了教学计划，加强了基础

课教导，充实更新了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

创新精神，在教学管理上，实行学分制，提高了选修课的比

例，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修读辅修专业或第二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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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并推荐品学兼优的应

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等改革措施。大力提倡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等多

方面全面发展。

在科研方面，北京大学近年来有很大发展，一方面继续

重视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特别注意多学

科、跨学科的研究。理科在注意发展创新基础研究的同时，

大力加强应用学科和科技开发工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努力开拓高新技术。文科为适应“四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大力增加了理论与现状方面的研究课题。“八五”期间，理

科共承担研究项目６８０项，出版著作３１７部，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８３２１篇，获各种奖４６２项，其中有第三世

界科学院数学奖２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

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各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奖３６项、国家

发明奖７项、国家科技进步奖２９项；文科共承担研究项目

４３０项，出版著作２６０３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７６６０篇，获各种奖６６０项，其中有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７项、一等奖１１项。

在学术交流方面，１９７８年以来，北京大学从国内聘请

了４００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授。１９８５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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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等１５个学科设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到１９９６年

９月已接受国内外３６０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开展博士后

研究。

北京大学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与４０

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２８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联系。十多年

来，先后派遣１６５０多名教师出国进修；短期出境参加国际

会议、开展合作研究、进行讲学访问的教师已达５９００多

人次。

北京大学，地处北京西郊海淀区，校园面积２３０多公

顷，北依圆明园，西临颐和园，校内湖光塔影，风景秀丽，是

读书和做学问的好地方。

北京大学现有专任教师２１００多人，其中获博士学位的

教师达５３０人，教授８１０人，副教授８４０人。并有中国科学

院院士３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６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５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３４人、博士生导

师５３０人。

北京大学的校办企业闻名中外，著名的企业有方正集

团、未名集团、青岛集团、资源集团等，其中以方正集团影响

最大。

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是北京大学创建的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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