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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学博雅教育特征比较与启示

兼论我国高校博雅教育形势与体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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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博雅传统为根基的博雅教育, 与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相比较, 更注重知识的学

习对于心智自身的启迪与扩大所能产生的作用。结合国内外高校博雅教育形势和高校专业课

程设置,进行对比分析和国内高校未来博雅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认为我国高校应建立基于博雅

理念的教育体制、有中国传统的博雅教育内容设计等要素为主体的博雅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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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雅教育的渊源

博雅教育( L iberal Educat ion)也称文雅教育

或自由教育,它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博雅

教育视为与 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教育观念。博雅

教育主要承袭自西欧中世纪以来的以 博雅七艺!

( liberal seven arts)为主要课程内容的博雅教育

体制。

我国古代∀中庸#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

之、明辨之。!∀论语#也说:  君子博学以文,约之以

礼。!又说:  博学而笃志。!又说:  大哉孔子, 博学

而无所成名。![ 1]

无论是古罗马人的七艺还是中国儒家思想中

的六艺,都体现了一种使人性臻于完善的教育理

想。其中古罗马的七艺是指文法、修辞学、辩证

法、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儒家的六艺是指

礼、乐、射、御、书、数。博雅教育的目的不是给学

生一种职业训练或专业训练, 而是通过几种基本

知识和技能,培养一种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的人

格,或者说发展一种丰富的健康的人性。
[ 2]

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区别如表 1。

表 1 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之比较

类别 概 念 核心内容

博雅教育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曾经提出, 博

雅教育是专门为人的自由而设立的。

博雅教育主要承袭自西欧自中世纪以来的

以 博雅七艺! ( liberal sev en arts) 为主要课

程内容的博雅教育体制。

通识教育 也称通才教育。通识教育概念最早由美国

的帕卡德( A . S. Packard) 教授于 1829 年提

出,目标是培养具有高尚情操、高深学问, 能

够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人才, 并且注重理

智培养和情感陶冶的博雅教育。

核心是强调人的均衡发展, 以便为今后工作

奠定全方位的基础。

素质教育 概念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原始

出发点是针对基础教育中盛行的应试教育

倾向而言。

素质教育关注人文情感的教育, 关心人的完

整心态和人格的教育,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科

学技术教育 ,以及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知

识教育和能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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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教育不强调学问或知识的专精化或知识

的立即的实用价值。它不关心知识所对应的特定

职业,相反地比较在乎知识的学习对于心智自身

的启迪与扩大所能产生的作用。[ 3]

二、国内外高校博雅教育的比较

(一)国内外博雅教育现状评价

1.国内高校博雅教育现状及案例

博雅教育与 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一脉传承。

 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是 五∃四!前后,由当年清

华 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先生和著名的四大国学
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共同倡导的

长远文化教育战略,在后来一段时期遭废弃。近

年来,在一个日益大众化、科学化、趋新化、急功近

利化和专家化的时代, 我们今天更面临着一个博

雅的学术精神渐渐流失的局面, 随着有些学者提

出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使得国内教育

偏离博雅教育的思维越来越远。

目前国内博雅教育最为引人注目的高校是以

 岭南大学!和 中山大学!为代表。

岭南大学的博雅教育涵盖五个方面: ( 1)跨学

科课程、多元化知识(着重跨专业、跨文化学习) ;

( 2)小班教学、师生融洽(每名学生均有一位学术

导师) ; ( 3 )国际交流、拓展视野(积极为本科生提

供在学期间到外国交流的机会) ; ( 4 )校园生活多

姿多彩(丰富的课外活动配合宿舍生活使学生全

程投入,寓学习于生活中; ( 5)社区服务(鼓励和安

排学生积极投入社会实践,树立正确人生观及价

值观)。
[ 4]

中山大学博雅教育方案是设人文高等研究院

和博雅学院,聘请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

心教授甘阳担任院长。高等研究院将利用其广泛

的海内外学术联系, 广邀海内外学者为博雅学院

讲授课程或开设系列讲座。博雅学院本科学制实

行四年不分专业的精英化博雅教育方案,贯彻跨

学科跨领域的精英教学方式, 着重培养今后有能

力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人

才。学院的教学方案参考国外博雅学院 ( liberal

Arts Co llege)的经验, 课程设置贯彻 少而精!的

原则,每学期主要课程一般为 3~ 4门, 但每门课

有大量阅读和作业。学生在四年本科学习期间将

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

目前第一期新生已开课半年, 课程包括∀诗经#、拉

丁语和古希腊史诗。
[ 5]

2.国外高校博雅教育现状及案例

博雅教育是美国大学最重要的传统, 也是西

方大学的母体,西方大学后来的许多发展与演变

(如学术研究、职业、社会服务)都由此分离出来。

在西方大学中有着一定历史的博雅教育传统, 早

已成为一种默契的传统氛围。

博雅教育在国外,通常以 文理学院!或 博雅

学院!的形式出现。文理学院的目的,不在于传授

单一学科的知识或职业技能, 而在于通过提供内

容广泛的课程,使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储备,并进

而培养学生以思辨为主的综合能力。这种教育方

法被称为 博雅教育!。大多数文理学院仅专心于

本科四年教育, 并且具有师资水平高、课堂容量

小、课程灵活而广博的特点。[ 3]

哈佛大学前身是哈佛学院( co lleg e) (此正是

博雅学院) , 也就是说先有哈佛学院 ( Harvard

College) ,而后才有哈佛大学( Harvard U niv ersi

ty)。事实上美国这些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几

乎是清一色地从博雅学院日益发展壮大的,而且

至今这些研究型大学的大学部本科教育,也几乎

都仍然坚持维护博雅教育的传统, 坚定地实施以

博雅教育为中心的学士班教育(他们大都称自己

的大学部本科为博雅学院 liberal arts co lleges)。

巴黎大学,学生入学时(十四五岁) ,先行进入

博雅学院就读,五、六年后从博雅学院毕业,若条

件许可,再选择三个专业学院其中之一继续深造,

最后获得博士学位, 在此,博雅教育被视为大学的

基础教育,是所有要进入更高深学习的根基。

3.总体发展特征比较

结合欧洲国家、美国和中国的发展现状,可以

发现欧美国家高校已形成较为有效的博雅教育衔

接体系,见表 2。

表 2 欧洲、美国、中国总体发展特征比较

区域 发展历程

欧洲

国家

中等教育体系(承担博雅教育功能) ;

大学博雅科学院(专业的学部或学院) ;

独立的博雅学院(脱离大学的独立的人文学院)

美国

大学本科教育仍以英国博雅教育传统为主;

研究生教育则以德国学术研究传统为主

许多州立大学与社区大学则十分强调其社

会服务的功能。

中国

中学教育(应试教育)

大学教育素质教育(有通识教育的雏形)

研究生教育(学术、专业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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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高校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要让高校达成真正的博雅教育,高校中不同

科目教学及师生的排列组合的协调是其重要表

现。尽管博雅教育本身绝非是一套课程设计,而

是涉及到教育文化与整体教育环境, 但课程设置

却是博雅教育的骨架。

西方大部分国家的博雅教育以开启思想、促

进思考、开拓视野为宗旨的课程设计,在美国已成

为教育的基本精神,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到

大学,一路沿袭继承发展下来。而目前国内高校

大部分重心都用于专业的教学与研究, 学生由于

专业课程的压力,即使高校设立通识课程,学习兴

趣也不于此。

S. M. Jo seph 将西方博雅教育的核心七科基

本性质界定如表 3。

西方大学实行文理结合的课程设置,与国内的

分系分专业的课程教学体系有截然不同之处。[ 2]

表 3 西方博雅教育科目及性质

类别 科目 性质

逻辑 思考的艺术

三科 语法 发明或组合符号的艺术

修辞 沟通的艺术

四艺

算术 数字的理论

音乐 数字理论的应用

几何 空间理论

天文 空间理论应用

表 4 国内外大学课程设置体系比较[ 7 8]

类别
案例及特征

总体特征 案例 具体特征

国外高校

博雅教育

科目+ 核心

课程+ 选修

课程+ 必修

课程

麻省理工学院

通识教育课程占到学士学位的 1/ 2。通常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8 门、

自然科学 6 门、科学与技术限制选修 2 门、实验课 1 门。MIT 实行

了文理结合的课程设置,要求理科学生必须修完科学、数学、人文和

社会科学同等比例的核心课程。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方面, 要

求学生在文学和原著研究、语言思想和价值、艺术、文化和社会以及

历史研究这五类课程中选修三门, 学生必须完成至少由两门课程组

成的写作任务。

哈佛大学

本科教育主要由 二个阶段!、 三大板块!构成。从教育过程看, 本

科生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称之为通识教育或普通教育

阶段,又称之为核心课程阶段; 第二阶段为专修阶段。学生在一、二

年级主要学习核心课程, 接受通识教育, 后两年为专修教育。课程

结构主要分为三大板块: 反映基本素质要求的通识课、满足学位申

请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满足学生个人兴趣爱好的自由选修课。

国内高校

公共课+ 基

础课+ 专业

基础课+ 专

业课

清华大学

设置通识课程,分为文化素质核心课和文化素质课组课两大层次。

涵盖八大领域:历史与文化、语言与文学、哲学与人生、科技与社会、

法学、经济与管理、当代中国与世界、艺术教育、科学与技术。所占

学分为毕业学分的 7 . 4%。

北京师范大学

坚持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将课程类别细分为学校平台课程,

由公共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构成; 院系平台课程包括相关学科

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程;另外包括专业平台课程。其中学校平台课

程开设 7 大门类近 20 门通识课程, 学分占毕业学分的 30% ~ 50%。

三、国内高校博雅教育的实施建议

博雅教育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也给

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不同院校应根据

各自的教学情况订立不同的标准, 形成各有特色

的博雅传统新的形式表现。[ 9]

(一)普及博雅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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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校以新名词出现的博雅教育, 是否

能得以实施和推行, 首先得看博雅理念能否被大

多数人接受, 其次才是执行问题。当大众意识到

目前我国等高教育最缺乏科学和人文基础,而不

是技术和专业的培训时,博雅教育自然有了安身

立命的土壤。

(二)教育体制保障

目前国内部分高校提出的博雅教育大多只是

个体行为,没有得到普遍响应和认同,孤军奋战的

艰辛必然使得其效果微乎其微, 博雅教育的效果

需要国家建立相应的教育体制来加以推广和普

及。为了保障高校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的有效实

施,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方案去督促课程改

革各项工作的落实。

图 1 国内高校博雅教育体系构建

(三)高校博雅教育定位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教育体制不合理、学无

所用的现象客观存在, 而全面推行博雅教育的过

程也略显遥远, 由此可考虑大学分段教育的形式,

一、二年级不分系,实施博雅教育培训学生基本素

质和宏观视野,三年级实行专业教育。未来国内

博雅教育可针对目前国内高校类型进行准确定

位,可考虑有选择将部分师范院校教育整体转向

博雅教育方向, 综合型大学可设独立的博雅学院。

(四)有特色的博雅传统构建

国内部分高校推行的博雅教育不应成为西方

教育的复制品, 博雅传统建构需要我们思考, 中国

需要的是全盘接受从西方漂洋过海来的博雅七

科,还是发源于中国的传统文明。我国的博雅教

育应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汇通中西,融化古

今的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建构, 以此在高校中形成

一套让学生自主选择的灵活课程, 通过有深度、有

广度地学习,培育其科学的态度和致知能力,成就

其完整人格。

四、结论

纵观我国教育发展史, 尽管我们有辉煌的博

雅传统,但目前我国在理论研究和教育现状上与

西方高校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目前国内有些大

学宣称实施博雅教育,通常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它

会遭到来自有一定历史基础的科学专业的排挤或

干扰,只能以独立通识课程或教学模块的形式处

在被人遗忘的角落, 最后只得一个期盼者扼腕叹

息的结局。从理念推广、制度保障到内容构建的

博雅教育方向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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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liberal arts o f the ancient and moder n tradit ion, puts forw ard the

definitions of liber al educat ion, g eneral educat ion and quality educat ion in substance. This paper also

comparat ive analy zes the form of education and curr iculum, and concludes the necessity of liberal edu

cation, and suggest ing building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sy stem w ith Chinese tr aditional characterist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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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xperts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Assessment System

HU Chang x ia, LIU Xiao x ing, HAN Li hua, SH I Yu jing

( S chool of Informat ion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 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 f identity authent icat ion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aw ard assessment

system is analyzed in the paper. A kind o f improved ident ificat ion scheme, the second calibration tech

nique, is put forw ard and realized. Pract ice proves that the use of this new technolog y has great ly in

creased the secur ity of the sy stem.

Key words: security; encr ypt ion; ident ity authenti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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