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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中认为，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要特别注意的

问题。在介绍厦门大学对精英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时他谈到了

高尔夫球课程的开办。 中新社发 李映民 摄 “两个月后，目

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

。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

、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

高尔夫球。” 中国大学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便有不

少的议论，认为现如今大学生能力水平下降，本科教育整体

水准亟待提高。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

停滞不前。当然，相反的观点也不时出现。日前厦门大学决

定在大学本科学生中开设高尔夫球必修课，据厦大校长称，

此举乃是在倡导新的“精英教育”。（昨日《中国青年报》

） 在管理、经济、法学、软件等专业学生中开设高尔夫球课

并不错，只要学校能负担得起相关费用，学生没有因此增加

额外的负担，能多掌握一门交际知识，当然是好事。在高等

教育大众化趋势不可阻挡之时，提出“精英教育”也可以引

发人们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反剩但什么是“精英教育”？当

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回复到“精英教育”阶段？厦大

校长给出的答案却值得讨论。 按照厦大校长的说法，“精英

教育”可以等同于“爱的教育”，具体做法上，则是在本科

学生中实行导师制，通过美丽的校园、宽松的文化、优秀的

教师和优良的设施来实现“精英教育”。众所周知，“爱的



教育”的提倡者之一是前苏联的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导师制是英国大学的传统。厦大显然是想取法英伦、糅合苏

俄，创造出一个新的教育模式。但厦大这些做法本身只是大

学教育（包括大众化教育）应有的内容和义务，它与“精英

教育”的独特性有何关联，笔者实在是看不出来。 高等教育

大众化主要指的是本科教育的大众化，厦大校长的“精英教

育”论也主要针对的是本科教育。如果这里的“精英教育”

指的是教育手段的“精英化”，并没有问题。在牛津、剑桥

这样的名校，本科导师制主要是为了熏陶出“有教养的人”

，但只有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才算真正有教养。英伦教育对人

格教育的强调也是人所共知。 厦大校长的这种与高等教育的

大众化针锋相对的观点在现实中是很难得偿所愿的。因为公

立大学的义务是为国家分担困难，它的公益性不言而喻，单

纯地呼吁“培养精英是高等教育公益性的最高体现”，就像

说“穷人创造财富，富人享受财富”一样，不过是误解了社

会分工以及人的社会价值。在当下中国，厦大同样必须承担

起教育普及以及协助政府解决就业困难的责任。除非厦大每

年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本科生的招生人数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

内，并且保持数年不变，如果本科生的人数逐年增加，这个

“精英教育”的设想就可能走形。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讨论

培养高素质“蓝领”还是培养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同样，倡导“精英教育”，如果把其内涵限定在培养手段

上，也是没有意义的。 而从简单的逻辑上推论，如果本科生

已经是“精英”，那么硕士生、博士生可能就该是“精英中

的精英”了。而假使这个“精英”只会挥动高尔夫球杆，那

么他不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而是让整个社会敬而远之了。



（江苏学者尤小立） 编后语: 精英教育并不适合当前的中国,

在当前就业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势下,首先要问责的就是高校教

育本身，如果我们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从知识结构到技能

都同社会真实需要脱节，学非所用，这既是教育资源浪费，

更是对受教育者的严重失职。这是市场经济社会，所有的人

都将进入这个竞争的制度里面去生存发展，所以，教育也必

须面向市场，必须要为那些即将进入市场社会的人们提供谋

生的技能，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对教育目标提出的时代要求，

这一目标构成大学诸多价值中的一种.高等教育也应该从"国

情"出发,切实的为大学生今后的就业与创业做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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