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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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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2006级厦大管理、法学、经济、软

件学院学生的必修课。”10月15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

介绍厦门大学对精英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时谈到了高尔夫球课

程的开办，此言一出，引来议论声一片。 10月27日，北京大

学校长许智宏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已停止了高

尔夫练习场的修建计划，因为遇到了太多异议。 不可否认，

高尔夫球正在与我国高校频频“联姻”，而小小高尔夫球也

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精英教育”的大讨论。诸多迹象

表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

尬境地。 当高尔夫球贴上“精英标签” 国内一家门户网站不

久前专门以“高尔夫球是否应成为大学生必修课”为题开设

了一项网络调查，参与投票的1775名网民中，表示赞成的

占45.9%，持反对观点的达48.2%，另有5.9%表示中立。持赞

成态度的网民大多认为，高尔夫就是一种运动项目，其实跟

足球、篮球没有本质区别，让学生多学一项社交技能也不错

，没必要给它戴上“贵族”的光环；反对者大多表示，目前

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土地费用和养护费用得不少

钱，这笔钱从何而来？这笔钱在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的今天恐

怕应属“教育超前消费”。 多年研究教育问题的上海交通大

学熊丙奇教授表示，在我国高校办学经费不足、大学收费高

居不下、教学质量下滑、学术毫无竞争力的背景中，大谈高



尔夫与高校的亲密关系，不利于一流大学的建设、也不利于

一流人才的培养。 熊丙奇强调，在我国，每个高校有30%左

右的贫困生，贫困生交不起学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国家教育

投入不足以及高校搞大校园、搞大规模等过高的办学成本所

致。“高尔夫球场意味着铺张的用地，高额的维护费用，现

阶段我国大学建高尔夫球场还为时过早。”熊丙奇说。 精英

教育遇尴尬 一边是厦门大学校长的所谓“高球精英教育论”

；一边是间或传来的大学校长们关于“中国大学目前的主要

育人任务是发展‘蓝领教育’”的声音；一边是号召中国大

学生“要立志成为普通劳动者”的言论。曾几何时，在中国

盛行久远的“精英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大

众化教育时代”下的大学办学定位缺失是导致尴尬局面的主

要原因之一。我国的高等教育，在2002年前，按照“国际标

准”，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所有的大学生，包括专科生，进

入高等学校，都接受精英式教育学校告诉学生，你们是“天

之骄子”，应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种感觉，确切地说，

在1999年前后更为强烈，因为那段时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只有8%。转眼几年间，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15%，这是国际公认的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标志，

而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1%。伴随重点高

校的大规模扩招，在过去几年间，我国高校学生规模成倍增

长。 熊丙奇认为，从精英教育时代迈向大众化教育时代，大

学不应该追求一些虚无的“精英秀”，而应有不同的人才培

养目标定位，要对人才进行非功利化、非职业化、非技能化

的能力与素质培养，让学生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树立起做学

问的理想，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心理，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等



，而非进行单纯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 熊丙奇还表示，大

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我国，少

数大学坚持精英教育并不是坏事，但将高尔夫列入精英教育

，把高尔夫打上精英教育的标签，显然会把中国高等教育引

进新的死胡同。 著名教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同样认

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大众化

高等教育必须包含一定数量的精英教育，两者朝不同的方向

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潘懋元说

。 精英教育不该“功利化” 与此同时，社会对“精英教育”

存在着严重误读。何谓“社会精英”，难道就是那些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拥有更多资源配置权的人士吗？难道就

是那些有着优厚的薪资，享受着贵族化运动的人吗？ 上海大

学社会学教授胡申生认为，由于我国各行业各岗位具有很大

的薪资水平差异，所以人们往往以从事的工作岗位、拥有的

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来判断某人是否为精英。而真正意义的

社会精英，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环境好，社会地位高，享

受着他人提供的高档服务，而是他们要有远大的社会理想，

有肯关注社会基层、肯从社会基层做起的人生规划，他们渴

求在各自领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体现

出自身更大的人生价值，而不在意自己生活的享受，社会地

位的高低。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

人们反对的不是国内部分高校进行真正意义的精英教育，而

是担心，高校的“精英教育”培养学生的是只懂享受的“贵

族心理”以及一心向往权势、不择手段钻营权势的“特权意

识”，更担心的是，高校的精英教育由于高校自身的“功利

化”，无法提升学生的能力与素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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