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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大学新生，服务大学新生，引导大学新生这个主题，并紧密贴近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从了解大

学、认识军训、素质培养、教学管理、学习探讨、校园生活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的目标和要

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切合学生实际，可操作性强，是大学新生入学后的必读书。教材分为１３个章节，

一章中既有理论的论述，也有形势的分析，还有案例的写照，力争做到通俗易懂，事理明晰。

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引导，帮助高职大学新生更进一步地理解和认识大学生活，学会做人、做事、做学

问，学会规划自已的大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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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学生入学教育是学生迈入大学的第一课，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
入学教育将对新生的大学生活及长远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系统
的入学教育体系，才能保证大学生入学教育工作真正取得实效。为切实做好大学生入学教
育工作，满足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学院组织了部分有理论与实践经验、长期从事学生工作的
教师编写了《大学生入学教育（高职版）》教材。

此教材围绕关爱大学新生，服务大学新生，引导大学新生这个主题，并紧密贴近高职大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从了解大学、认识军训、素质培养、教学管理、学习探讨、校园生活等方面
系统阐述了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切合学生实际，可操作性
强，是大学新生入学后的必读书。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引导，帮助同学们更进一步地理解和认
识大学生活，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学会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涯。大学生入学教育的每一篇
内容都让我回想起大学的求学岁月。我愿将我思考的四点意见与大家共勉：

一、志存高远，学会自立。墨翟说：“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这里说的学习是要
有高尚的思想境界，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和学习动力，学习才能取得成
功。可见，进入大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确立远大的志向；其次就是适应与转变。要实现从中学
的被动依赖向大学的自主自立转变，希望同学们要以乐观的态度，调整心态，转换角色，学会
自主学习、自定目标，实现生活和心理上的自立，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二、明确目标，学会规划。大学不是终点站，大学是加油站，是人生新的起跑点，是影响
和决定你今后能否成才的黄金时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要求同学们要明确个人
发展的方向：道德品质是做人的前提，专业技能是个人的才干，健康的体魄是生活的本钱，美
好的追求是人生的品味。只有如此才能使自身素质全方位得到提升。同时，你们还要根据
自身素质和专业方向，及早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要敢于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到成才的
坐标之上，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把自己培养成为
受社会欢迎的，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踏实做人、学会学习。中国有句古话：才者德之贤也，德者才之帅也。做人、做事、做
学问是三位一体的综合体，是无法分割的。因此，大学生应达清明之理，做有用之人，做有知
识、有胆识、有自信、有宽容心的人。古人说：“百行德为先”。当代大学生在注重知识汲取的
同时，更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大学学习是一个“博学、审问、慎思、笃行”的过程。它强调
学习的自主性和研究性，追求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
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主动的总结分析成败得失，勤于读书，善于思考，明于辨析，勇
于实践。

四、注重技能，学会创新。高职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
因此，在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强调“做中学”、“学中做”，强调手脑并用，更注重实际操
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具备创业创新的能力，才会受到用人单位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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睐。因此，希望同学们多走进学院的实训基地，多参与身边的学生社团，多加入学院的创业
团队，把所学的知识转为过硬的技能，尽快掌握创业成才的成功钥匙！

最后，也请编写的同志对八年来高职教育的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写出有针对性、实用性
和创新性的教材，更好的服务在校学生和学院发展！

—２—



前　　言

本教材以引导高职学生适应大学生活为出发点，以引导学生综合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为
目的，分为１３个章节，重点论述了高职学生入学时所要了解的知识、所要努力的方向以及所
要做的事。每一章中既有理论的论述，也有形势的分析，还有案例的写照，力争做到通俗易
懂，事理明晰。

本教材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针对高职生而编。高职是高等教育的特殊成员，它既
有高等教育的功能和特点，也有其独特之处。高职生的教育既要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更需
具有独特性。二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教材紧扣高职学生的生活情况和学校的实际，从高
职生综合发展的角度出发，讨论了高职生在校三年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而引导学生明晰方
向，提高素质，以求达到成才的目的。三是既可有师指导，也可无师自通。学校可以将本书
作为学生入学教育的教材进行课程教学，也可由学生自学。

本教材的编写人员均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长期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为更好
地组织编写教材，组成了编写委员会，由学校党委书记刘文清研究员担任编委会主任，学校
李艇副校长担任副主任。具体章的编写人员如下：第一章（周兴忠）、第二章（揭英荣）、第三
章（张永强）、第四章（桂爱民）、第五章（陈国雄）、第六章（胡朝红）、第七章（罗汉红）、第八章
（郭凯娟）、第九章（刘志永、钟菊英）、第十章（刘娟）、第十一章（林华开）、第十二章（黄馥丽、
施焦）、第十三章（张华）。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文清
研究员、校长劳汉生教授、党委副书记李军博士、学校副校长李艇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水平和时间的限制，本书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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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

大学的每一天都是第一天。
———卡斯帕尔

第一章　大学概述

大学是什么？大学教会了我们什么？在进入大学前，我们常常很
向往，心里有无尽的遐想。过来人说，大学就像四天。第一天，你不
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二天，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三天，你不知道自
己知道；第四天，你知道自己知道。也有人说，大学就是给你一个藏
书楼，一群前途未知的好朋友，一份行走江湖的底气。总之，大学是
永远走不出的背景，它赐予我们精神领域的尊荣，塑造我们独立的人
格。大学作为我们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道围墙，同时也圈起了波澜汹
涌前的最后一片宁静。在这里，我们可以真实感受自我的存在，感受
自我独特的个性与追求，感受知识与文化底蕴的积淀，感受做人与处
世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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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什么是大学

一、大学的范畴

大学是国家高等教育的学府，综合性地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
育机关。大学是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一身的社会组织，这是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
特质。大学是相对于小学、中学来讲，指的是一种学历阶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
大学，往往是以大学、学院或高等专科学校命名的高等学校的统称，如中山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肇庆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等。

二、大学的任务

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知识传播和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要职责，代表着社会良
知、提供了人文关怀和可以坚守的精神家园。大学也是教育、学习、研究学问、传承和创
造文化的圣地，与知识、文化、文明、正义、真理是共存的。大学应该有一群睿智的学
者，文化的积淀使他们儒雅翩翩；大学是理想的集散地，智慧的火花在这时碰撞、闪烁和
生长；大学也是学术争鸣的百花园，真理插上自然的翅膀在自由地翱翔；大学有可供年轻
人遨游的知识海洋，古今历史和宇宙万物都在与你对话。现代大学提供了一个场所、一种
环境和一套条件，让青年学子们在这里交流思想，切磋技艺，激荡感情，增长智慧和经
验，锤炼意志和能力，陶冶精神和品德，为建设国家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大学将带给你什么

大学时代是人生求知的重要时期。３～５年的大学将会带给你什么变化？简而言之，
大学将扩大你的眼界、增长你的见识，使你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更高洁的人生境界，有
丰富的不断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力，让你成为一个有潜力、有思想、有价值、有前途的人。
这样，当你离开大学时，你的最大收获将是对什么都可以拥有的自信和渴望。

首先要带给你的是现代文明的教养：理性、客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遵守游
戏规则，讲求诚信，积极参与社会合作，体面而诚实地表达个人意见和利益诉求。身在象
牙塔中的我们，文明修养不仅是自我发展的需要，更是适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
做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首先要具备高尚的 “德”，其次才是 “才”。所以鲁迅先生说：
“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
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在大学，完善
个人修养，可以通过读书求学来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
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
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良好的个人修养是成就事业
的前提，是人生最根本最基础的一环。

其次是发展你的洞察力、鉴赏力和批判性的思考力，帮助你获得作为知识分子的品
格。大学是创新思想的地方，代表着精英文化，代表着先进文明。约翰·布鲁贝克认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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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该是新的、有争议的，非正统异端学说的论坛……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
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
的职责。”雅斯贝尔斯认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 （尤其是老
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
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交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最后才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知识分子当然不应该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不仅应该具
有广博的文化修养，也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尽管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确有着
重要价值，但广博和专精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生成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专
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生产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四、大学发展的历史

（一）我国大学的发展概述

若我们溯流而上，纵向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其虽没有大学之形，
但却有大学之实。上古和封建时代 “大学”一词除了指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 《大学》外，
还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作为一种具有高等教育职能
的机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的 “成均”和 “上庠”，以后夏朝的 “东序”、商朝
的 “瞽宗”、周朝的 “辟雍”都是当时位于京师的最高学府。战国时期出现的 “稷下学宫”
可谓是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在其兴盛时期，曾
容纳了当时 “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
阳、轻重诸家。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 “百家争鸣”，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
的。在汉朝，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设立 “太学”，作为最高学府，设置五经
博士，其太学生在东汉臻极盛时，达３万人。在地方则设立郡学、州学、府学、县学等，
供同龄学生学习，也是官办高等学校，相当于不同等级的公立大学，低等级的学生若学业
出色则可以进高等级大学学习。隋唐以后 “太学”改为 “国子监”。唐朝以后出现书院，
书院有的又分成大学部和小学部，也有些并不严格区分，其中有官办，也有私立，且不少
是私办官助。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都是当时书院的代表，也意味着中国民
间高等学校的诞生。

中国传统的学校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偏重
儒学人文教育。而作为专门学科部或者专科性的高等教育机构规模小、门类少。学科上自
然科学尤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个传统教育体系都面临着转型、革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
之后，洋务运动兴起，西学渐入，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外
语学堂和军事学堂为主，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天津水师学堂、武汉湖北武备学
堂等。此外，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学堂，如上海电报学堂等。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学
堂，这一时期为主要教授外语和宗教及其他西学的书院，如武汉的文华书院、上海的圣约
翰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和南京的汇文书院等等。

１９０５年末，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颁布新学制，废除
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新学制将学
校分为 “小学堂”、“中学堂”、 “高等学堂”和 “大学堂”等几个等级， “高等学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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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堂”属高等教育；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地方科举考试停止以后，中国的现代教育
得以迅速发展。日本的学校成为当时官办高等学堂最主要的借鉴对象。成立于１８９５年的
北洋西学学堂 （今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的萌芽。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
高等教育转为效法美国的大学制度。民国以后 “大学”则成为正式称谓。

１８９８年在戊戌变法后，京师大学堂 （后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继建立，并迅速
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佳大学。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划分为六大学区，于六大学
区设南京、北京、广东、武昌、成都、沈阳六大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仅改名
为北京师范大学。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出现了最早的黄金时代。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北伐成功，国民党定都南京，国内形势趋向稳定。国民政府纪
念先总理孙中山，在先后攻克的广州、武汉、南京、杭州四大古城建设四大国立中山大
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学开始内迁。清华、北平、南开迁到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
大学。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旧址，开始了新的发展。抗战到解放前，中国最好的大学则是
清华、中大、交大、浙大。其次是北平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东吴大学、武汉大
学、燕京大学等。国民党退到台湾地区，主要带走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北
平大学四所大学的教师，组成后来的台湾清华大学 （原清华校长梅贻琦）、交通大学 （原
交大校长凌宏勋）、台湾大学 （原北平大学校长傅斯年）、中央大学。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开始接收旧国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更名国立南京
大学。国立大学取消国立二字。北洋大学更名天津大学。所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改造
为公立大学。大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全国共有高等学校２０５所，在校生１１．６５万
人；１９５２年进行了院校调整，学习苏联单科大学模式。除北平大学即后来的北京大学之
外，民国几所名校都被拆的七零八散。南京以中大和金陵大学为主被肢解组合成几个大
学，面目全非，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主要继承者。清华、交大等校还支援东北建立起了
专门学习苏联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军工 （现在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校）。１９４９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干部人才。院校调整后，全国最
好的学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１９５６年交通大学为了支援西北决定西迁，最后由于受到强烈反对又分成西安交通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两部分，无法与北大、清华、复旦抗争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为 “两弹
一星”等科研需要，抽调精英组成实力强大的中国科技大学，其实力甚至赶超清华。６０
年代哈工大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教师流失，实力大损。因此６０年代文革前中国最好的大
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四所，实力最强，名声最大。

文革期间，停止招生，教师被迫害，高校成为批斗的场所，当时科研教学受到严重影
响，全国大学乱七八糟，如果要排名的话，恐怕非北大、清华莫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教育则为全苏联式的教育。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恢复
民国的道路，使美国的大学教育模式成为主要的借鉴指针，高校迎来了春天。大学也在突
破过去３０年形成的苏式体制，重新回归到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欧美大学模式。中国科技大学文
革南迁至合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招 “少年班”使之闻名全国。上海交大、西安交大
在七五、八五期间与北大、清华、复旦共同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五所高校之一。

１９９５年开始了在２１世纪重点建设１００所大学的 “２１１工程”。清华、北大、复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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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交、浙大、西交、中科大共８所大学成为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１９９９年前后，
又开始了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的 “９８５工程”。这些
大学专业具有领先优势，各有所长。

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在最近１０年间迅猛发展，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已经成为相当顶尖的大学，尤以香港科技大学的成长最为耀眼。

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国的教育精英随国民党到达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教
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譬如，台北台湾大学取代了原南京中央大学的地位，得
到重点扶持，发展迅速。中国台湾地区许多大学也由国内大学在台校友建立，典型的如中
央政治大学在台复校的国立政治大学，中央大学在台复校的国立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在台
复校的国立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在台复校的国立交通大学等等。台湾的高等教育沿袭欧美
大学模式，如今大学林立，一派繁荣，“台大、政大、中大、清大、交大、成大”等校都
已经发展为高水准的研究型大学。

【阅读材料】
人大版中国大学５０强排行榜发布

北大夺冠 （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ｅｄｕ／ｄｚｊｙｘｗ／）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了２０１２年中国大学５０强排行榜，根据榜
单显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占据前１０。以下为前１０名详细榜单：

２０１２年中国大学排名 （前１０名排行榜）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０２－０５来源：

名次 学校名称 所在省市 类型 总分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１ 北京大学 北京 综合 １００　 ９１．８１　 １００

２ 清华大学 北京 理工 ９６．８１　 １００　 ８７．３０

３ 复旦大学 上海 综合 ５５．８７　 ５４．２５　 ５３．６４

４ 浙江大学 浙江 综合 ５４．２７　 ４９．９６　 ５０．５４

５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综合 ４７．６２　 ５７．６４　 ３３．９１

６ 南京大学 江苏 综合 ４５．０１　 ４２．５３　 ４２．８３

７ 中山大学 广东 综合 ３７．８５　 ４１．７９　 ３０．２４

８ 武汉大学 湖北 综合 ３７．０６　 ３５．７０　 ３５．８６

９ 中国科技大学 安徽 理工 ３５．２９　 ３６．５０　 ２６．３１

１０ 吉林大学 吉林 综合 ３４．００　 ３２．９９　 ３２．７５

…… …… …… …… …… …… ……

（二）欧美的大学发展概述

希腊文化教育为西方传统文化教育的正宗，因此西方高等教育多追溯于古希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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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苏格拉底创办了修辞学校，柏拉图公元前３８７年在雅典附近的Ａｃａｄｅｍｏｓ创办了
图雅学园，教授哲学、数学、体育。亚里士多德创办了吕克昂哲学学校，其他地区当时也
涌现出较多的修辞学校和哲学学校。这些被认为是大学的源头。在中世纪，大学就是这样
的教授和学生的联合体，教师就是一切，而校舍则无关紧要。”这些师生聚会游学团体的
出现，对 “雅典大学”、古罗马文化以及中世纪大学的诞生有很大的影响。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最早的大学之一。最初，博洛尼亚大学设立了神学、法律和
医学；到了１２世纪，博洛尼亚大学成了法律和宗教法规的中心，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大学
生，使得欧洲早期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国界性。在９世纪，意大利的萨莱诺有很多医
生，吸引了许多人来这里学医，于是１０世纪就出现了萨莱诺大学，它与博洛尼亚大学同
是意大利最古老的两所大学。该校以培养医生而闻名。到了１１世纪，它吸引了来自全欧
洲、亚洲和非洲的学生，再次体现了早期欧洲大学的世界精神。

中世纪的大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依附于寺院或教堂，要么本身就是
神父或是神职人员创办的。巴黎大学是于１１５０年成立的，由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演变
而来。起初，法国布列塔尼半岛一个叫阿培拉德的年轻神父，他来到巴黎在圣母院讲授神
学和逻辑学，吸引了数以千计渴求知识的青年人来听他的演讲。这种自由讲学的风气，很
快就吸引了来自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学生和听讲者。于是，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
小岛上，在古老的巴黎圣母院附近就诞生了巴黎大学。

至于英国牛津大学的诞生，似乎有点偶然性的色彩。１１６７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与
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发生争吵，在盛怒之下亨利二世国王下令召回了在法国的英国学者和
学生，禁止他们到法国讲学和从事研究工作。这批回国的学者来到牛津，从事经院哲学的
教学与研究，使它成为继博洛尼亚和巴黎之后第三个学术研究中心。１１６８年，英国牛津
大学就正式诞生了。１２０９年，牛津大学的部分学者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于是逃到了剑
桥，遂创办了剑桥大学，从而造就了英国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

德国的大学也产生于中世纪。在１４世纪，德国建立了海德堡大学，到１８世纪，德国
大学已经在世界上逐渐处于领先地位，并酝酿着新的改革。１８１０年威廉·冯·洪堡创建
柏林大学，柏林大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的榜样。到１５００年，全欧洲
已有８０所大学，１６００年发展到１０８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陆续出现，为欧洲的文艺复
兴、宗教改革运动作了准备，直接推动了各国科学和文化事业，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城市的
繁荣和商业的发展。

美国大学的历史，从殖民地时期算起，不过３００多年，始终是围绕着适应其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变化发展的。最著名的有１６３６年办的哈佛学院，１７０１年成立的耶
鲁学院和新泽西学院等。当然，这些学校并非完全墨守成规，而且削弱了贵族性与宗教
性，出现了实用倾向。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多变的浪潮之中，进行了一次次教育改革，
凭借其雄厚的教学、科研实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就读。现在，美国不仅拥有全世界

１／３数量的大学，而且世界顶尖的前十名研究型的大学也都在美国。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
超级大国和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和军事大国，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首先是一个教育大国，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适龄青年入大学
的毛入学率达７０％以上）。

—６—



【阅读材料】

２０１２世界著名大学排名榜

排名 学校名称 国家 年份 排名 学校名称 国家 年份

１ 哈佛大学 美国 １６３６年 ２ 斯坦福大学 美国 １８８５年

３ 牛津大学 英国 １２世纪中期 ４ 剑桥大学 英国 １２０９年

５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１８６１年 ６ 东京大学 日本 １８７７年

７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１７５４年 ８ 巴黎大学 法国 中世纪

９ 耶鲁大学 美国 １７０１年 １０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１７４６年

１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１８６８年 １２ 莫斯科大学 俄罗斯 １７５５年

１３ 海德堡大学 德国 １３８６年 １４ 康乃尔大学 美国 ＊＊

１５ 爱丁堡大学 英国 １５８３年 １６ 芝加哥大学 美国 １８８０年

１７ 鲁汶大学 比利时 １４２５年 １８ 莱顿大学 荷兰 １５７５年

１９ 波鸿大学 德国 １９６４年 ２０ 布朗大学 美国 ＊＊

第二节　大学精神

正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样，每一所大学也
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如北京大学的 “大度包容、思想自由”，浙江大学的 “求是、牺牲”

等。大学精神是每一所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灵魂，是一所大学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一种心理
资源，是一种无形资产。我们可以这样为大学精神下一个定义：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发
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体系的独特气质。

大学精神并不是一个僵死固定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内涵稳定、外延模糊、蕴涵极为
深广的概念。从普遍的意义上看，我们认为，大学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自由精神、独立精
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是大学精神灵魂之所在，也是其他大学精神产生和发展之根基。具体地说，

自由精神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自由，使大学成为各种观念自由发展的场所。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当年蔡元培主持北大，便 “对于各
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
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亦听他们自由发展”。二是学术
自由，使大学成为自由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学术自由主要包括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和学
习自由，意指大学的探究活动要服从真理的标准。三是言论自由，使大学成为自由表达思
想、观念的场所。大学应支持、鼓励公开的、自由的交流，这种自由不仅仅局限于校内，

而且可以扩展到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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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精神

独立精神是与自由精神联系密切而又有着不同内涵的一个范畴。独立精神，正如闻朔
先生在总结北大精神时所指出的那样，包括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等等，其中最
基本的是独立人格。什么是独立人格呢？也就是先贤们所说的 “君子群而不党”，“贫贱不
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士可杀，不可
辱”。因为大学是探讨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而学术在本质上必然就是独立的自由的，假
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
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三、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
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
肯定和塑造。具体地讲，大学的人文精神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高扬人的价值，
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重视终极追求，执著探索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
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永恒的道德精神；坚持理性原则和主体意
识；谋求个性解放，并建立自由、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科学精神

自１９世纪中叶科学主义取代人文主义成为在大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知识价值观以来，
大学的科学精神日渐丰满，并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
工作者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既包括从事科
学研究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
论、实证性、客观性等原则，也包括从事科学研究的价值追求，把真、善、美的高度统一
作为科学研究的最高价值准则。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职能，科学人员在科学研究中所形
成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通过教育、感染而内化为一代代学人的精神气质，形成了他们的
科学良心和科学道德。

五、创新精神

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是探索、发现、传播新知识的场所。正是为了探索和发展高深
学问，才有了 “教师和学生共同探索学问的行会组织”这一最初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创
新精神，一是指向科学研究，它通过鼓励开拓科学这个无止境的疆界，取得大量开拓性的
成果，培养大批的科学家、发明家；二是指向社会发展，大学以新思想、新制度改造社
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三是指向人才培养，它把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作为自己最
根本的任务；四是指向大学自身，一代代学人不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大学的理念来改造
大学、发展大学，使大学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者。

六、批判精神

大学的批判精神是指大学以真理为唯一标准的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追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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