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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1/2021_2022__E5_90_8D_

E6_A0_A1_E9_9D_A0_E4_c123_281213.htm 10月14日下午，厦

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山东大学参加高校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表

示，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并

语出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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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2006年10月16日） 如果以是否能打，或者会打高尔夫作为

评判精英的标准，那么中国的大学生，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

名校学生也在少数。那又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大学都应该模仿

厦门大学，建设高尔夫球场，开设高尔夫课程？这样我们的

“天之娇子”不就又都成为社会的精英了吗？别说大学了，

中国目前拥有10个高尔夫球场的城市也找不出几座。这毕竟

是起源于西方社会贵族阶层的享受，非“一般性”的消费和

体育。而高尔夫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当然也是非“一般性

”的精英教育，能开设这样课程的学校也只有那些财大气粗

的“黄金甲”名校。 假如开设高尔夫课程，作为名校培养非

“蓝领”和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的教育目标的标志，无疑也

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培养精英不是以学术为标准，名校为

什么又不应该以培养大师作为目标之一？如果名校不肩负学

术甚至培养大师的使命，那又那名校来干什么？名校何其名

也？ 教育应该开启人的理智之光，不断拨开人生迷雾，关注

个人的健康和全面进步，关注社会公共福祉，把个人引向与



社会的共在，超越个人的原子式生存，让个体的德行和社会

的进步共赢。而今天的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是不争的

事实，开设正常教育外的课程使学生有一计之长，自然也是

值得肯定的。不仅仅是厦门大学，所有的高校都应该有这样

的意识，这也才是对大学生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能打上高尔

夫当然是社会精英，教会未来的“精英”打高尔夫也可谓教

育的一大“功劳”啊！这绝对不是讽刺。 在笔者的陋见中，

厦门大学以及为数不多的几所名校之所以总要“制造”精英

论的新闻，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他们的钱比别人多，牌子比

别人响亮，这无可厚非。只是我们想问一句，你们比一般高

校多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金是哪来的？不是国家财政的倾

斜你们的日子不会比普通院校好到哪去，哈佛、斯坦福等享

誉国际的美国顶级名校哪个是靠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养活？

人家的牛是自己一步步拼出来的，是靠自己的声誉和学术积

淀换来的。 政府给你们的资金倾斜这么多，请好好珍惜，我

们的财政也应该是公共财政，不是谁家的财政。奉劝这些中

国名校不要动不动大侃“精英论”，但愿你们真能多培养一

些社会精英，能够培养出我们的学术大师来。这比拿钱“耍

”精英实在得多，意义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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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