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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校普遍开展了人文素质教育，带动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

进人文素质教育，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广大青年提出了

殷切期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高校进

步推进人文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及特征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我们既不能狭隘地把人文素质教育理解为开设音乐、美术等课程，也不能简

单地把它与舞蹈、绘画等专业技能教育等同起来。人文素质教育是人格修养、道德品质、文化知识、诚信责任、法律和公民

意识诸方面教育的整合体。人文素质教育有助于涵育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有助于学生形成合理优化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学生养成高尚的情操和完整的人格，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鲜明的阶段性、渐进性特征。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教育遗产之一，就是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充盈着

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强调人文素质教育的阶段性、渐进性，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家经典《大学》中

有这样一段话：“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说明，人文素质教

育是我国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其主要是诚意、正心和修身，而且“诚、正、修”是循序渐进的，只有通过“诚、正、

修”，才能实现“齐、治、平”。这段论述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必须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以修身立

德为根本，建立一个适应不同年龄段的教育体系。 
  二、大学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  
  高校推进人文素质教育，需要更好地发挥大学文化的作用。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在传承、整理和创新知识的过程中，所

创造并能体现自身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的文化。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和旗帜。大学文化所散发的理性光辉，必然深刻影响

着人文素质教育的方向；大学文化中所沉淀的人文底蕴，自然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丰厚土壤。大学文化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影

响，可以从三方面考察。 
  第一，大学文化有利于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的完善。每所大学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不仅彰显着大学人所认同的价值

理念，更积淀着学校一脉相承的人文传统，具有行为导向、价值规范、凝聚人心和氛围感染的重要作用。大学文化可外化为

不同的教育理念，引导每所大学形成自己的人文素质教育特色和风格。比如，具有115年办学历史的四川大学传承自身独特的

文化传统，把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放在人才培养目标的首位，努力使每个学生多一份人文气质、多一些人文修养，形成

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人文素质教育理念。 
  第二，大学文化丰富了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仅靠简单的文化知识传授，无法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还必须以具有

鲜明特色的大学文化引导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感悟。四川大学将学校质朴厚重的文化传统融入人文素质课程体系，开设了“四

川大学校史文化”等人文素质教育公共选修课；以丰富的人文教育课外活动陶冶学生，以川大英烈先贤故居为主体，与地方

共建人文素质教育基地近200个；建立了由校史展览馆、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美术馆和历史文化长廊组成的“四馆一

廊”，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新的载体。 
  第三，大学文化更好地营造了人文素质教育的环境氛围。作为大学文化的综合反映和具体表征，优良的学风、校风，既

为学校开展育人工作提供了良好氛围，更为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四川大学形

成了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面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浮躁、

功利心态，学校充分发掘文化传统，注重大学文化的创新发展，努力营造“厚德博学、虚心从善”的育人情怀和积极向上、

奋发有为的校园氛围，尽力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优良环境。 
  三、弘扬大学文化、推进人文素质教育必须注重“四个结合”  
  人文精神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大学生须臾离不开大学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大学要在时代变迁中坚守住自己的文化价

值，大学生要能够拥有人文底蕴、人文境界，就需要我们在不断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体系建设的同时，进一步传承弘扬大学文

化和大学精神，努力做到“四个结合”。 
  第一，坚持把人文素质教育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在当下大多数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培养

他们对家庭、对学校、对党和国家的感恩意识，对他人的诚信意识，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意识，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至

关重要。国家高科技的暂时落后并不可怕，如果不能培养出具有强烈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一代，这才是

教育的最大失败。因此，高校应坚持把培养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真正使每个学生既学

会关心自己，更学会关心他人、关注社会，尤其要关注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 
  第二，坚持把人文素质教育与创新能力提升紧密结合起来。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存在重知识传授、轻人文熏陶的情

况。我们应通过努力实现艺术家与科学家的汇聚交流，以人文艺术的训练、文化素养的积淀来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促

进艺术想象力与科学创造力的完美融合，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高度统一。 
  第三，坚持把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知识传授紧密结合起来。发掘每个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天赋，培养他们自由全面发展

的潜质和能力，是教育的本质和核心要求。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巩固知识积累、创新能力培育、国际视野培养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品德与人格教育、诚信与责任教育、爱心与感恩教育，使他们真正有知识、有责任、有胸怀、有境界。 
  第四，坚持把人文素质教育与坚守精神家园紧密结合起来。大学是社会的精神灯塔。社会可能会滋长浮躁情绪，但教育

不能浮躁，教育工作者不能浮躁；社会可能会滋长狭隘功利之心，但大学不能狭隘功利，大学培养的学生不能狭隘功利。因

此，高校要大力营造彰显学术尊严、纯洁学术行为、弘扬学术正气的文化氛围，真正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大学精神家园的创

造者和守护者。（来源:求是 作者：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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