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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培养的学生

至少应当具备三方面特点：一是要具备宽厚的基础

知识，二是要具备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善于创新的能

力，三是要具备面向世界的胸怀和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要培养社会的精英，

使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探究问题的兴趣、适

应社会的能力以及推进各种具体事务的能力。面对

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型大学仍然要走精英教育路

线，培养优秀人才引领社会发展。

南京大学在未来将着重于三个方面加强人才

培养工作：一是以人为本的通识教育。南京大学在

通识教育的路上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着。我们在2010

年全面推行通识教育，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

学的交叉渗透，重视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实现人

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转变。二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

育。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既需要现在的大学

生具有较高的道德文化素质、较强的专业素质、健

康的心理和强健的体魄，还需要现在的大学生必须

具备自主性学习与创造性学习的能力。学校教学改

革必须关注和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教学内

容、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上注重知识传授；在教学

过程中，注重科学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倡导科

学精神、道德素质与人文精神的结合。通过学分制、

选修制、弹性学制等给学生以更大的自主学习空

间，同时评价考核学生要采取灵活多元的态度，不

能用一个固定的封闭的模式来衡量所有不同的学

生，要充分鼓励学生的个性生长和全面发展。三是

学会学习的终身教育。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

特别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

要注重建立起更为灵活和富有活力的学习制度，以

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新思路和新模式重新组织教学、

设置课程，提供更加宽松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

各种形式的终身教育机会创造条件，使学生拥有更

为灵活的受教育的选择权和机会，以适应终身学习

的发展趋势。今后的大学，人才培养不仅是让学生

“学会”，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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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创新人才培养普遍面临困境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

应该说，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目前

还很难量化，但我相信，20年内中国一定是会有世

界一流大学的。在当下，培养创新人才不仅是中国

高校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困惑，这与

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整个东亚培养创新人才很难  在中国、日本、

韩国等东亚国家，尊师重道是个悠久传统，学生尊

重权威，课堂上对教授观点不敢有异议，100%相信

老师。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何来创新？爱因斯坦如

果不是怀疑牛顿的观点，敢于挑战权威，也就不会

有创新。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

才比西方更困难。如果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

中学，都不敢质疑老师，你怎么能指望他到大学能

质疑老师、敢挑战权威？

我不敢说香港中文大学创新氛围很浓，因为

我们也正在积极地营造创新的环境。在中文大学有

很独特的书院制度，中文大学有四个书院：崇基、新

亚、联合、逸夫书院。学生入校后，除了选择不同专

业外，还要选择自己的书院。所有老师也都隶属于

某个书院，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包括中国哲学、法国

音乐等。所有本科生都会在这个书院里面，甚至吃

饭都在一起，三四年下来，大家成为好朋友，跟老师

非常熟悉。这种模式非常受学生欢迎。

18岁决定大学专业太早  在填报志愿方面，

其实18岁就要让学生来决定读什么专业、未来从

事什么工作，这的确太难了。很多学生、家长对专

业的概念很模糊，所以，高校应该建立弹性机制，

让学生可以更换专业，学生应选择最喜欢的事来

做，如果做喜欢的事那会是一种享受，而家长则应

充分尊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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