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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副校长宋永华，从今年1月起出任西交利物浦大学常务副

校长。该校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联合创办。在

英国任大学副校长的经历，使他对英国乃至欧美的高等教育

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萌生了结合中英教育优势、回国

办学的想法。此文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创建人才型大学的

思考。 创建“人才型”大学全面为社会服务 ●人们已经习惯

了毕业之后要经过工作实践、培训和经验的积累，逐渐适应

与胜任工作，但是为什么大学不能直接培养“职业人才”呢

？ ●目前大学培养的专业人才（电子学硕士、物理学博士等

）所掌握的知识与职业人才（电子工程师、物理学教授等）

所应该拥有的知识有很大差距。 ●“以人才为中心”的大学

不仅重视培养学生，而且同样重视培养教师，强调学生和教

师共同成长。 人才危机说明了什么？ 人才危机是世界性问题

，包括人才的培养、人才的作用、人才短缺、人才流失、人

才制度等，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人才短缺。人才危机不仅表

现在人才数量上的短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人才的素质和质

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人才危机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最

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全面、彻底地实现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宗旨

，这反映在办学理念及其各种配套措施等诸多方面。大学服

务社会有两大途径：出人才和出成果。成果由研究与发展和

国家创新系统等来解决服务于社会、解决科研成果转化与社

会化的问题，但是，“出人才”及“人才社会化”问题却远



没有发展出同样有效的一整套方法。大学教育的这一缺陷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培养目标上重视培养专业人才，不重视

培养高层次职业人才。 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最大特征是拥有专

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所以大学教育的核心特征可表述为“专

业教育”。高学历毕业生就更是专业人才。然而，人是通过

在具体的职业和职位上发挥作用来为社会服务的。例如，大

学培养的是医学学士、电子学硕士、物理学博士。但是，社

会需要的是医生、工程师和教授，显然这是不同的。要想成

为称职的医生、工程师或教授，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培训和工

作实践的磨砺，才能完成从“专业人才”到“职业人才”的

转变，即完成人才社会化过程。 如果说这还只是培养目标上

的错位和不协调的话，那么更严重的问题是培养目标的空缺

：一些职位根本没有对应的专业，如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等

。显然，不是说这些重要人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大学能够培

养出来，而是说这些职务所需要的职业知识和训练，大学应

该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提供。 人们已经习惯了毕业之后要经

过工作实践、培训和经验的积累，逐渐适应与胜任工作，但

是很少反思这一过程是否有效率。为什么大学不能直接培养

“职业人才”呢？这种培养目标上的错位与空缺的深层原因

是教育性知识体系和教育体制发展的滞后。 旧知识体系的惯

性与教育体制发展的滞后。 我真正要探讨的是这些现象背后

的东西，就是目前大学的教育性知识体系和教育体制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教育性知识体系”是一个关键词，它是由教

材、实验、作业、参考书等根据教育理念、理论和课程安排

构成的，虽然其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更新或增新，但

是其编排原则却是由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决定的。 目前的教



育性知识体系仍停留在便于传授知识和促进研究为主的阶段

。而现在的教育体制又是与这种知识体系相互配合的。它们

最大的弊病就是与服务社会脱节，需要大量的培训和工作实

践及经验积累才能补上中间的缺环。 现在大学的教材通常是

考虑三项内容，一是学术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二是便于学习

和讲授.三是在研究生教材中还会有启发和示范学术研究方面

的考虑。但是很少考虑、至少缺乏系统考虑教材中的知识是

否有利于应用，是否适合工作需要，是否能根据需要继续创

造新知识等方面的问题，更缺乏系统考虑培养学生的汲取知

识、应用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多维知识能力。结果

是从掌握知识到应用知识、从掌握知识到根据需要创造新知

识之间还缺少环节，存在着知识沟壑和能力沟壑，要学生参

加工作之后经过实践和培训才能补上这些缺环。显然这是低

效率的。 当我们从教育性知识体系的角度再去看上面说的人

才培养“目标错位和空缺”，问题就更清楚了。目前大学培

养的专业人才（电子学硕士、物理学博士等）所掌握的知识

与职业人才（电子工程师、物理学教授等）所应该拥有的知

识有很大差距，后者的知识范围分别包含却又超出了前者的

专业知识。一个称职的物理学教授，不仅要具有物理学专业

的学术知识，还要掌握教书育人、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科

技伦理、课题申请、与他人和其他机构合作、同行评议等大

学教师的职业知识。 国际上的应对及其局限 针对这些问题，

人们在积极寻找解决之道。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发源于美

国的职业生涯教育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

来，实现由社会多方共同教育培养人才，增强个人的社会适

应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兴起的新职业主义，一反过去



主要针对某一具体工作进行职业训练的陈旧方式，向学生传

授可迁移的、通用性强的核心技能。强调加强教育、培训与

产业的联系，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重视个人的发展与

职业能力的培养。 新职业主义思潮对美国、德国、法国、日

本等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学首倡“以

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进入21世纪，英国的职业教育改革仍

在继续，职业教育的范围也越来越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节的矛盾，在培养初、中级职业

人才方面取得了成功。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实施的职

业博士学位PD，则标志着新型职业人才培养从中级向高级迈

进。但是总体上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没有把

全面变革教育性知识体系作为出发点，而是用打补丁的方法

解决问题，只是权宜之计而已。此外，以“学生为中心”、

“一切都让学生自主选择、自我负责”的办学理念也夸大了

兴趣和个人意志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能力和责任，忽视了学

校引导的重要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