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承與創新：

在新時代背景中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

歐陽康 *

華中科技大學

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自1994年提出，已經成為當代中國高校教育

改革與發展中的重要戰略選擇。本文回顧內地高校文化素質教育的發

展歷程及其主要成就，總結主要經驗，分析當前面臨的挑戰，提出未

來的工作設想。本文認為，應當在傳承已有經驗的基礎上著力創新，

在新的時代背景中加強大學生全面素質教育。

一、中國內地高校文化素質教育的發展歷程

中國內地大學自1994年開始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取得了豐碩成

果。其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兩個主要階段。

1994年至1998年，是發起和探索階段。1994年，華中理工大學

（現華中科技大學）在內地高校中首倡在理工科大學生中開展文化素

質教育，得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積極響應，也得到教育

部高教司等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當時文化素質教育的關注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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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注重」，即「注重素質教育，注視創新能力的培養，注意個性

發展」。1995年在華中理工大學召開「全國高等學校加強大學生文化

素質教育試點院校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 

1998年以後，文化素質教育進入一個推廣和提高的階段。1998年

起，文化素質教育的主要任務是要提高水平和發揮作用，提出了「三

提高」的工作目標，即「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提高大學教師的文

化素養，提高大學的文化品位與格調」，這進一步拓展了文化素質教

育的內涵。1998年，隨著「第一次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教學工作會議」

的召開，國家教育部出台了《關於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

見》。1999年，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進素質

教育的決定》頒佈後，教育部先後推出了一系列推進高校文化素質教

育工作的重要措施。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工作在全

國高校普遍展開。

在中國內地高校的文化素質教育發展歷程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舉

措，對於領導和保障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

是國家教育部設立了全國高校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邀請

全國高校的相關高校領導和著名學者擔任委員，指導全國的大學生文

化素質教育工作，研究和解決其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該委員會已歷

兩屆，均由楊叔子院士擔任主任委員，秘書處設在華中科技大學。該

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工作會議，持續地推動和指導著高校的

文化素質教育工作。另一重要舉措是在大學設立專門的大學生文化素

質教育基地，由國家教育部設立並授牌。第一批於1999年正式設立，

共32個，由於有的單位是聯合設立，共涉及53所高校。2005年增設了

第二批基地共61個，其中有14個基地為聯合設立，共涉及57所高校。

目前內地高校共有93個國家教育部認可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

遍佈在157所高校。這些基地得到了所在學校在人員、經費與政策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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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有力支持和保障，在具體組織實施文化素質教育方面，發揮了極

為重要的作用。

在內地理工科大學中，華中科技大學率先倡導加強大學生文化素

質教育。1996年正式建立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1999年首批掛

牌，將文化素質教育不斷加以拓展並引向深化。學校以人文教育和科

技教育相融合作為辦學的指導思想之一，經過幾年的探索，已初步形

成了覆蓋第一課堂、第二課堂和社會實踐三個層次、六個方面的文化

素質教育體系，具體的工作內容包括：實施按前三個學期不分專業、

系科，打通培養的方案，以強化基礎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實行人文

社會科學輔修專業制；開設人文社會科學選修課，每年舉行一次全校

性的「中國語文水平達標考試」；舉辦人文講座和自然科學講座，人

文講座已經有近1,300期，「科學精神與實踐」講座30多期，並每年出

版一卷《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至今已出版六卷；開展形式多樣、

內容高雅健康的校園文化、科技、藝術活動；開展社會實踐活動，並

納入課程體系。

華中科技大學的情況，可以看作中國內地高校積極開展文化素質

教育的一個縮影。

二、中國內地高校文化素質教育的基本經驗

中國內地高校的文化素質教育能夠不斷擴展和深化，有很多經驗

值得總結。本文著重闡述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順應天下之大勢，恢復教育的本性。教育到底應當幹甚

麼？這對於所有教育者而言都是應當反思和探討之事。文化素質教育要

求我們去培養全面發展的人，這是教育的本質規定。關注文化素質教

育，前提是要在新的思想高度上把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使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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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研究如何去實現教育的目的，解決好培養甚麼樣的人和怎樣培

養人的問題。這實際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把握教育制高點的平

台，一種重要的研究思路，一個有利發展的良好契機，也是分析和解

決問題的一種重要方法。

第二，有一大批志士仁人的積極參與。教育目標的實現，有賴於

有識之士的參與和推動，文化素質教育發展十年來，國家教育部的前

副部長周遠清同志、清華大學的前副書記胡顯章教授、北京大學的前副

校長王義遒教授，尤其是華中科技大學的前校長楊叔子院士等，他們

的遠見卓識使得中國高校能夠自覺提出、持續開展，並不斷推進文化

素質教育。楊叔子教授作為一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在科技領域做出了重

大成就，卻願意花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關注全國的文化素質教育事

業。他的執著精神，讓我們感動！不少學者對文化素質教育的執著程

度，超出了我們一般年輕人的想像。他們把開展和推進文化素質教育視

作他們人生、生命的內在組成部分。這一批人的參與，從科學與人文

相結合的高度，給整個文化素質教育奠定了一個非常高的思想引領基

礎，同時也為我們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榜樣。

第三，各級組織和領導的高度重視與支持。國家教育部、各省市

教育主管部門高度重視文化素質教育。現任國家教育部部長周濟同

志、副部長吳啟迪同志等對文化素質教育都非常重視，一再強調各方

面要給予充分的支持和保障。教育部高教司實施領導組織作用非常得

力。各高校黨委、行政部門對文化素質教育一直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

提供了政策、經費、人力等各方面的大力投入和實際支持，引導著文

化素質教育發展的基本方向。

第四，各院系、各學科、各類別的多樣化的創造。各所高校和學

校各院系、各學科的文化素質教育方面都創造出了各自特色。應該

說，多樣化是文化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特色。正是多樣化使得高校的

文化素質教育生動活潑、豐富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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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建機制和抓基地建設，加強文化素質教育的組織保障。全

國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設有委員、主任委員及秘書處，同時

又在各大學建有很多基地，這樣就使得這項工作得以有組織、有秩序地

展開。

第六，廣大師生的真誠擁護和積極參與。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得

到了廣大老師、幹部在各自崗位上和各自工作中的全力支持。

第七，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內在結合。文化素質教育是一項全

新的事業，這項事業的展開和推進都需要在思想理念上不斷地變革創

新。不斷地提高對文化素質教育的思想理論認識與不斷地豐富更新文

化素質教育的方式方法，這二者之間是互為條件和互相支撐的，只有

這樣，才能使文化素質教育不斷地得到更新和提高。

三、當前文化素質教育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在總結經驗的同時，我們還應清醒看到，內地高校文化素質教育

在當前所存在的問題和所面臨的挑戰，主要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當前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類型和性質的轉變。中國高等教

育在過去的幾年時間裏，由精英型教育迅速轉變為大眾化教育。高等教

育大眾化以後，一方面是我們面對的學生數量空前，規模巨大；另一方

面，學生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和層次的分化。原來我們招收的都是

一些最優秀的學生，現在由於招生人數劇增，考生分數必然相應有所

下移，因此學生的成分、層次與素質也發生了內部分化。不同類別、

不同層次、不同素質的學生都成為我們的教育對象，對我們的高校教

育和文化素質教育都提出了挑戰。

第二，中國高等教育當前正在進行著深刻的轉型和運行機制的內

部重組。中國高等教育正處於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關鍵歷史時期。相

應地，我們的教學、科研、人事管理等各項體制都面臨變革。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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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化素質教育在不斷發展，而高等教育發展得更快，有的方面已

超出了預期，使我們在變化面前變得有些被動，有些束手無策。比如

說，實行教師聘任制後，文化素質教育的要求如何納入到教師聘任制

的條例中去，這就需要我們專門進行研究。哪些東西是能夠表徵教師文

化素質的？如何培養和提高教師的文化素養？如果教師沒有優秀的文

化素養，很難培養出具有優秀文化素養的學生，甚至與學生對話都會

覺得困難。

第三，高校和社會的信息化、網絡化帶來的挑戰。過去我們的學

生很願意參加學校的各類集體活動，現在由於信息化、網絡化，使得

他們往往獨自生活於虛擬的網絡空間之中，人際交往能力和合作協調意

識受到很大影響。近來大學裏出現了「同班不同學，同學不同班，同

宿舍的同學通過QQ�　聊天」等情況。如何在網絡化的背景下吸引他們，

讓他們真正走出教室，走出宿舍，走到校園，走進社會，是對我們深化

和擴展文化素質教育的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第四，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挑戰。今天的大學生和過去的大學生有

很多相似之處，但有一點不同，就是過去上學主要由國家公費資助，

為大家提供免費上學機會，而現在已經變成由學生自己或家庭來承擔

大部分上學費用，學生和家長成為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既

然如此，學生有權利對獲得甚麼樣的教育提出自己的要求。這實際上

也給教育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時，在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會中，

家長和社會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和衝擊，對同學們的思想觀念造成了

很大影響。

第五，文化素質教育在經歷了12年的發展後如何繼續創新？這對

所有學校都是挑戰，對華中科技大學而言更顯得格外嚴峻。我們學校

1	 QQ為一種網絡聊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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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所作的事情已經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我們過去做過的，別人都

做過了，甚至做得更好，更有創意。這時我們怎麼辦？我們再拿甚麼

來保持領先？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創新，不斷創新。

四、在新的平台上提高創新文化素質教育

如何在新的時代高度上創新文化素質教育？本文提出以下構想：

第一，要在一個更高的思想平台上來理解和定位文化素質教育。

文化素質教育仍然是全面素質教育的重要基礎。文化素質教育如何與社

會的變化、教育體制的變化、教育觀念的變化，以及我們師生情況的

變化相適應，這需要專門探討。長期以來，內地高校的師生比在1：7	

或1：8之間。經過幾年的高校擴招，大部分是1：18或1：19，甚至有

的學校已達到了1：20以上。高師生比意味著教育資源的不足，如何在

這樣的背景下開展文化素質教育？

第二，由文化素質教育向全面素質教育拓展。過去我們的提法是

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現在的要求是全面素質教育。文化素質教育仍然

是基礎，但要進一步擴展和提升。這就要求有一種新的教育觀、文化

觀、人才觀。這些觀念的變化都需要在一個國際的環境中間定位，同

時要有中國特色。

第三，由過去比較關注本科大學生，進一步擴展到研究生、教師

和幹部。過去的文化素質教育主要是針對本科生展開，雖然在研究生

方面也做了素質教育方面的工作，但是相對於本科生的文化素質教育

而言，研究生層次更多關注的是專業化發展，對全面素質教育強調得

不夠，結合得不夠。但是現在看來，碩士研究生實際相當於大學五年

級的本科生，年齡相對來說較為年輕，知識、社會閱歷比較少。在這

種背景下，研究生的素質教育，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我們的高層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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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養的基本素質。實際上，我們也已發現，在當前的就業競爭中，

不少研究生並不一定比本科生更有競爭力。為甚麼？因為他們專注於

專業學習，而對於全面擴展素質沒有足夠重視。如果研究生自己沒有

這方面的更高自覺，社會也不向他們提出更高要求，很難想像研究生

能夠得到更加全面的發展。研究生的片面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將是巨大和久遠的。除此以外，對教師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具有更加

長遠的和戰略的意義。沒有全面和高素質的教師，卻要想培養出全面

和優秀的學生，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由普遍性教育轉向針對性教育。所謂針對性教育，就是要

針對當前中國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普遍存在的問題來開展文化素質教

育。針對哪些問題呢？從總體上來看，就是要努力做到幾個結合。這

大概有七個方面：一是要增加和提升人文選修課，這仍然是大學生文

化素質教育的一個主戰場，同時也要注意提高給文科生開設的理工、

科技類課程，強化科學精神。二是要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三是

要與專業教育相結合。四是要與師德教育相結合。五是要與社會實踐

相結合。六是與科技創新相結合。七是與學生的心理、生理、健康教

育，尤其是與職業生涯規劃相結合。只有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才能取

得好的效果。

第五，「全員育人」與「全員自育」相結合。「全員育人」、「全

方位育人」、「全過程育人」是內地高校近年來比較常用的一種素質教

育理念與方針。全員育人，指高校的所有人員，不論是學校與院系領

導、教師、行政幹部、科研人員、輔導員、班主任，還是後勤服務人

員，都承擔著教育人、培養人的責任，都應當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育人

的工作中。全方位育人，指把培育人的價值取向貫注到學校的各項工

作中去，從各方面來育人，培育人的各個方面，促使學生的全面健康

發展。全過程育人，指把育人工作貫穿到同學們在校生活的各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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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以至他們成長發展的全過程。注意根據同學們在大學學習的各

個發展階段的不同特點來採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使他們在學校

生活的全過程都成為受教育和謀發展的動態過程。全員自育，是我在

華中科技大學學生工作管理中提出的一個理論和工作原則，意指所有

被教育者都承擔著自我教育和自我發展的責任，所有來自外部世界的

教育都只有轉換為被教育者的自我發展動力和自我發展能力才能發揮

作用，因此高校培養人和教育人的目標應當是幫助所有被教育者自己

教育和發展自己。這就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對同學們

實行被動灌輸不如引導他們主動學習。為此我們努力幫助同學們認識

和承擔自己未來發展的責任與使命，並創造條件讓他們自己承擔共產

黨、共青團、學生會、班委會、興趣社團、宿舍群體等各方面的管理

工作，強調最大限度地發揮和提高所有同學的自我定向、自我規劃、

自我趨動、自我管理、自我調控、自我評價、自我發展的能力。通過

全員育人和全員自育的結合，我們著力於把文化素質教育轉化為所有同

學自己的願望、自己的行動、自己的監督、自己的超越，在教育者、教

育體系與被教育者間構建一個比較完整的、良性地健康互動的教育和自

育體系。實踐證明，這樣全面的教育體系和自育體系的結合對於同學們

更加科學合理地定位自我和發展自我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第六，由外在性走向內在性。過去我們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主要

任務是組織各種活動，創造各種條件，讓同學們來參與，在形式上表現

得轟轟烈烈，造成一種很好的氛圍，這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下一步

的發展要注意扎扎實實，努力走進同學們的思想深處、心靈深處、情

感深處，尤其是引導同學們反思和認識自己，提高自我發展和自我超

越的能力。

第七，加強實施文化素質教育的專業基礎和力量。這就是要求繼

續發展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夯實高層次、高水平地實施文化素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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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科基礎。文化素質教育應當提高到專業的水平，而強大的人文社

會科學是我們在專業水平上來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必要條件，只有借

助高水平的學科和教師，文化素質教育的水平才能不斷地得到提升，才

能真正走到學術的前沿、社會的前沿、思想的前沿和文化的前沿，才能

對學生的健康成長發揮更大作用。

參考書目

1. 吳啟迪，〈在「紀念文化素質教育開展十周年暨高等學校第四次

文化素質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收入《高等學校文化素質

教育通訊》，2006年第1期，頁9–13。

2. 周遠清、劉風泰、閻志堅，〈從「三注」、「三提高」到「三結

合」—由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看高等學校素質教育的深化〉， 

《中國高等教育》，2005年第22期，頁3–5。

3. 周濟，〈以素質教育為主題　著力完成「普及、發展、提高」三

大任務〉，《求是》，2005年第23期，頁8–10。

4. 周濟，〈在「紀念文化素質教育開展十周年暨高等學校第四次文

化素質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收入《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

育通訊》，2006年第1期，頁1–8。

5. 胡顯章、程鋼，〈對文化素質教育的回顧與思考〉，《中國大學教

學》，2005年第12期，頁40–42。

6. 楊叔子，〈文明以止　化民成俗—紀念我國高等學校文化素質

教育開展十周年〉，《中國高教研究》，2005年第11期，頁1–6，

23。

7. 楊叔子，〈關注和加強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交融〉，《華中科技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頁9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