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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心理 一元生存”大赛圆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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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世骏：大学何以为“大”？—用世界一流大学精神推动中国高校内涵发展  

  『作者: 』 『来源：』 『发布日期 2011-9-15 13:46:59』 『阅读数量：』   

 

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指标相比，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精神更值得我们重视，更有助于我们实现从数量扩展为主的外延

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高为主的内涵式发展。 
  新学期开学，大学新生满怀憧憬走进校园。此时，每年高校招生季节特别热闹的各种大学排名，连同有关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的议论，暂时沉寂了；要到明年春夏才会再度升温。但我想，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含义作一番冷静思考，现在倒正是

时候。 
  精神比指标更值得重视 
  “世界一流大学”的直接含义，是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从这个角度说，我国就连清华、北大要跻身世界一流都

还任重道远，更何况其他学校。对于世界排名目前比较靠后的许多学校来说，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靠拢，意味着要把现

在排在前面的许多学校抛到后面，这听起来有些玄乎。但如果考虑以下两个理由的话，就未必如此了。 
  理由之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如果不在整体上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很可

能连“建成若干个世界一流学科”也无指望。其实，在若干学科领域，特别是那些与中国自身关系特别大的学科领域，中国

大学走在世界前列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如果不是较多高校都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获得这种追求之特许

的少数学校，很可能恰恰因为这种特许而生出一些毛病，以至于耽误整个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向世界水平靠拢。 
  理由之二，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大学的发展，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继今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国情咨文中多次以中国发展的成就和势头来鼓励美国国民之后，哈佛大学的福斯特校长在今年年中该校毕业典礼的致辞中

也几次三番提到中国大学发展的计划和措施，可见人家已经看到了中国高教与中国经济同步发展的总体趋势了。任何中国高

校，只要顺应这个总体趋势，即使国内排名不变，也会在全球高教领域表现出实质性的成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时过于看重一些排名指标，与最近几年来我国高校重视外延扩张的总体偏向

有重要关联。从国内高教领域现有的资源分配方式来看，如果把获某某奖的教师和校友的数量、“高被引”科学家的数量、

在某些刊物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基金规模、生均投入等等，作为学校发展的衡量标准，那么，有些学校可能过分容易达

标，有些学校则可能过分困难，而这两种情况，都无助于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指标相

比，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精神更值得我们重视，更有助于我们实现从数量扩展为主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高为主的内涵

式发展。 
  要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看自己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精神，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表述，但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世界名校每年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致辞、来

宾讲演和学生发言，不难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精神或许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达：服务人类，追求卓越。 
  大学之为“大”，莫过于它以全人类的幸福和尊严作为最高价值。大学的产品是知识和人才，而两者之中都蕴含着大学

的精神。大学以外有许多机构也在生产知识和培养人才，但惟有大学，才不仅仅为申请专利、带来利润、直接解决实际问题

而从事研究，不仅仅为某个行业、某类工艺甚至某道工序而训练人的能力。当然，为国家和地区建设发展服务是每所大学的

应尽义务，更加有效地研究实际问题、培养实际能力，是每个大学的重要课题；但大学区别于其他教学科研机构的根本特

征，在于它所创造的知识是能够为全人类共享的，它所培养的人才是具有世界公民胸怀的。这么说并不是忽视中国大学的民

族特性和国家使命。一方面，要创造出全人类可共享的知识、培养出“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邓小

平语）的人才，离不开对深厚民族传统的发扬、对丰富国情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与全国所有其他部门或领域相比，大学

的任务是：不仅要以直接解决实际问题而服务祖国，而且要以创造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识成果、培养具有全球眼光的优秀人才

而报效同胞，靠这样的知识和人才去不断赢得其他民族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亲近和支持。 
  大学之为“大”，还在于它以最优秀的知识和人才作为特有产品。当然，“优秀”或“卓越”是相对的。大学以外的其

他机构和部门以卓越为追求目标的比比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部，一所本科学院完全可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一所研究型大

学也完全可能是相当平庸的。但与其他机构和部门相比，惟有大学对卓越的追求，是在对具有恒久价值的智慧的创获之中，

是在对具有至高地位的品性的陶熔之中，是在对超越国界的全球对手的赶超之中。追求高等教育的“卓越”与实现高等教育

的“公平”似乎有些矛盾，但一些世界名校的实践表明，恰恰是尽最大努力让贫寒家庭的优秀子女也能接受优质教育，巩固

了这些大学在追求卓越方面的竞争优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人民不仅“站立起来”、而且大致“富裕起来”的今天，中

国大学的不可推卸的任务，是力争用自己的“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的卓越成就，推动“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华

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孟宪承语），使中国人民进而“自豪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历史看，这

些成就已经使我们有理由非常自豪。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不应该只在纵向坐标中看自己（更何况这纵向坐标还只有200年不

到的尺度），而且也要在横向坐标中看自己，要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看自己。1956年，毛泽东同志两次在公开场合说，中

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与其国土规模和人口规模不相称的，“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表达的“中国应

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期盼，在胡锦涛总书记于国庆60周年时发出的“继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奋斗为人类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号召中得到呼应。共和国几代领导人的这种殷切之心、高远之志，我们应该以切切实实的努力，使之体

现在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诸项工作之中。（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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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招聘专职工作人员启事 “极限心理 一元生存”大赛圆满结束

我院彭贤副教授应邀到台湾慈济大学客座讲学和课程交流 兰州大学第九届“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拉开序

学院召开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动员大会 我院马君老师撰写的论文入围《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

教育学院开展“中国梦•青春行”主题教育活动 兰州大学文史学社再度荣获“优秀学生社团标兵”荣誉称

学院召开学生干部联合会议 与爱同行——教育学院赴榆中县文城小学开展支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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