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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尔托加
·

加塞特所著的 《大学的使命》认为 世纪西班牙大学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懒散草率
,

并提出大学要拥有良好的竞技状态才能顺利进行改革 本人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两个方面分析了奥尔托加的大

学的使命
,

包括专业教学
、

科学研究和教会学生如何生活 最后
,

提出了几点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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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托加
·

加塞特是 世纪西班牙著名的思想

家和社会活动家
。

他从事过教师
、

作家
、

出版商兼

编辑
、

哲学家和政治家等多种职业
。

丰富的社会经

历和敏锐的思维
,

使他具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广阔

视野
,

并在众多领域取得成就
。

《大学的使命》是

他在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邀请所作的关于高等教

育改革问题的讲演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

作者紧扣

西班牙乃至欧洲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

痛快淋漓地

剖析当时欧洲大学的弊端
,

提出自己的改革思路
,

明确了大学的使命
,

回答了大学应该干什么
。

一
、

大学改革的根本原因和孟要策略

一 大学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和大学
“

徽

散草率
”
的恶习

奥尔托加认为
,

政府和大学好比机器
,

由于长

期的使用甚至滥用
,

已经变得破损不堪
,

不能发挥

应有的作用
。

因此
,

必须进行改革
。

由于当时是利

维拉将军在西班牙的独裁统治刚刚结束
,

新民主出

现的前景过于短暂
。

任何敢说
“

改革
”

两个字的

人
,

甚至那些只是旁敲侧击地指出改革是恰当的

人
,

实际上就会被看作是疯子和亡命之徒
。〔’〕当时

的西班牙对于任何改革都采取反对的态度
,

因此这

也从侧面助长了政府和大学徽散的恶习
。

政府对公

民采取徽散草率的态度
,

有时一味地放任民众的违

法行径
,

同时也将法律作为欺骗民众的工具
。

在大

学里也存在这种徽散草率的气氛
。

大学的教室和大

厅里都是吵闹的声音
,

学生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动

作
,

让人感到一种几乎使人窒息的徽散气氛
。

徽散草率的作风一旦出现会给人带来一种舒服

安乐的感觉
,

且容易传播
,

变成一种习惯
。

从政府

官员行为到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言行举止
,

已经充

斥着西班牙的整个国民生活
,

并起着左右和引导生

活的作用
。

因此
,

必须改变这种徽散草率的恶习
。

二 大学拥有良好的竞技状态是大学改革的

, 要策略

奥尔托加认为
,

只有拥有良好的竞技状态才能

进行改革
。

这是一个体育词汇
,

一名运动员竞技状

态的好和坏使他的表现出现天壤之别
。

当然
,

这种

良好的竞技状态是要经过争取才能达到的
。

简言

之
,

良好的精神状态意味着从来不会沉溺于种种无

意义的消遣
,

空耗精力
。

 

大学的改革不仅要纠正徽散草率的弊端
,

更重

要的是大学应该重新认识大学的使命
,

使大学真正

发挥应有的作用
。

二
、

大学的使命

通过奥尔托加对大学的功能
、

教育的经济原

理
、

以及大学的
“

附加功能
”

的阐释
,

本人将从两

个方面来理解大学的使命
,

即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

因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机构
,

学生的学习当然是处

于首位的
。

但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

关注学生

的生活也是不容忽视的
。

一 从学生学习上来说 大学要进行学术专

业的教学
、

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培养

奥尔托加认为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
,

目的是

让几乎所有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

那么应该向学生传

授什么样的知识内容呢 奥尔托加的教育经济原理

限定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

而不是把它们看作不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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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空想
。

缺乏学习能力是教育的基本原理  
,

一

个人所获得的知识必须与学习的能力成正 比
。

因

此
,

大学应该以普通学生为起点
,

教授那些学生能

够接受和掌握的知识
,

而不是那些教师认为应该教

授的知识
。

大学要进行学术性专业的教学

奥尔托加提出
,

专业和科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
。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

例如科学研究
,

是某种

独立存在的东西
,

而不是大学直接的基本功能
。

从

严格意义上说
,

科学单指调查研究
,

包括问题的提

出
、

研究及其解决的办法等
。

因此
,

一旦得出问题

的解决办法
,

随后依照问题的解决办法所做的一切

事情都不是科学研究
。

然而
,

专业的目的是为了应

用解决问题的办法
。

例如
,

医内科不是一门科学而

是一种专业
。

它是实践性的
,

以恢复和维护人类健

康为目标
。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

医内科会吸取行之

有效的科学研究成果 但同时又把科学研究的其余

内容放在一边
,

尤其是放弃那些最有科学特点的内

容—
疑难未定的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等

。

大学的使命是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
、

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
,

把普通人培养成为优秀的

专业人员
,

大学能够把学生培养成为优秀的医生
、

法官
、

数学教师或历史教师
。

大学要进行科学研究
,

培养未来的科研工

作者

由于奥尔托加在德国的大学求学
,

当时德国的

大学都遵循洪堡大学强调科研的模式
。

但是
,

西班

牙大学并不强调科研
。

他认为
,

大学应该进行科学

研究
,

并培养一定的科研工作者
。

大学是一种智力
,

而智力则是建立在一个机构

中的科学
。

大学具备一个机构组织的特征
,

而科学

研究是一项活动
,

不具备机构的组织特征
。

因此
,

大学与机构之间既有区别
,

又有联系
。

大学在能够

成为大学之前必须是科学的
,

所以大学是由精密知

识的科学所构成
,

科学的精神能够使大学充满生机

和活力
。

学习和讲授一门学科与运用科学
,

都不是科学

研究
。

出色的学科教师不一定是所教学科的科学

家
,

优秀的研究者也不一定是优秀的教师
。

教师对

所教的学科非常了解和熟悉
,

但他们只是在吸收真

理 而研究者
,

他们进行研究是在揭示和发现真

理
,

或者是为了证明一个谬误
。

由此可见
,

大学不

同于科学
,

但又离不开科学
。

奥尔托加指出
, “

大

学还具有科学的附加功能
” 。

 

二 从学生生活上来说 大学要教会学生

“
摇要恤得过他的生活

”

奥尔托加认为
,

每个人都有一个指导他或她自

己生活的机会
,

甚至义务
。

每个人必然地通过生活

择路而行
。

他认为
,

大学应该教学生
“

需要位得过

他的生活
” ,

应该帮助学生塑造
“

一个有文化的他

把他放在时代的顶点
。 ”

 

文化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没有文化的

生活是有缺陷的生活
,

是遭到破坏
、

不真实的生

活
。

生活是一个混沌的世界
,

人们容易迷失方向
,

人类必须寻找解决出路
,

必须做出选择
。

文化能够

使人类生活免于陷人纯粹的灾难之中
,

能帮助人找

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为了能在混乱困惑的人生

道路上满怀信心地前进
,

人类必须要有教养
,

必须

知道表面状态—
“

出路
”

和
“

办法
” 。

任何人必

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生活时代和环境
,

简言
之

,

就是时代的
“

文化
” 。

 

大学要把普通人培养成为有
“

文化修养
”

的

人
,

即人的精神
。

在物理学和数学中没有
“

文化修

养
” ,

因为物理学和数学只是使学生在某一具体学

科方面变得有学问
。

培养
“

基本文化修养
” ,

就应

该向学生传授一些装饰性的知识
,

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
。

因为
,

大学要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才
,

因此有必要让大学生学会如何生

活
。

三
、

几点思考

奥尔托加的大学教育思想是在吸收威廉
·

狄尔

泰   
、

施本格勒 沐 
、

索罗

金 肠功 和阿诺尔德
·

汤因比 舫  脱

等哲学家
、

历史学家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大学的使命》充满他强烈的社会改革惫识
、

敏锐

的分析能力
,

特别是关于教育的功能
、

作用
,

大学

的教学
、

科研和社会服务等职能的分析和改革主

张
,

对我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

义
。

一 大学应该扮演好引领者的角色

大学应引导大学生适应 大学的生活
,

成为

全面发展的人

大学生要适应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

无论学习还

是生活
,

都有很大的差别
。

高中是应试教育
,

学校

为了升学率
,

为学生安排了与学习有关的一切事情

如参考资料
、

学习的时间等等
。

大学给予学生自

由发展的空间
,

能够让学生充分发挥 自己的潜能
,

提供发展的各种平台
。

但是
,

已经习惯被安排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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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刚刚步人大学的学生面对如此多的机会更多的

不是惊喜而是迷惑
。

大学要求他们遵守校规校纪
,

要求他们更多地掌握本专业的知识
。

然而
,

他们更

多的是迷惑和茫然
,

不知如何适应这种过渡
。

大学

应该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引导
。

当然
,

大学生 自己也要学会主动适应
,

学会去发展 自己
,

努力使自己成熟起来
。

但是
,

学校的引导还是很必

要的
,

让学生懂得不仅要学习本专业的知识
,

还要

学习一些常识性的知识
,

多参加活动
,

锻炼自己的

能力和素质
。

要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
,

成为全面

发展的
、

社会需要的人才
。

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科学文化发展中要

起带头作用

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会有伟大的学校 没有伟

大的学校
,

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
。

大学具有科研

和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

大学可以发现科学的前沿和

产生新的思想
。

只要大学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中有
“

良好的竞技状态
” ,

就能够更好地促

进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
。

《二 奥尔托加的思想中也有不正确的观点

仿效是一种致命的错误

他认为西班牙在改革中只是观察其他国家改革

的情况
,

仿效别国的做法
。

西班牙的教育改革一直

在仿效英国的中等教育和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
。

在

仿效的过程中
,

没有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

无法认识

到别国在解决问题时所用方法的局限和缺陷
。

这种

观点是很极端的
,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会看的更

远
,

走的更好
。

普通学生与科学无辣

他认为普通学生并不需要学习如何从事科学研

究
,

这是一条总的原则
。

妄称普通学生可成为科学

家是一种荒谬的托词和虚荣的表现
。

无论我们是否

喜欢
,

科学是把普通学生排斥在外的
,

科学家是现

代的修道士
。

大学的三个职能 教学
、

科研和为社

会服务
,

这是大家都赞同的观点
。

普通大学生可以

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
,

可以接触科学
、

走近科学
。

但这并不是说学习科研的方法
,

就一定要成为科学

家
。

普通大学生掌握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没有错
,

成

不了科学家也没有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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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访问
,

深人第一线调研等等
,

凡此种种
,

都是

在从不同角度宣传
“

大道理
” ,

都会取得比较好的

成效
。

总而言之
,

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

精神
、

物质
“

双驱动
”

模式
,

在周密规划
、

因势利

导
、

情谊交融中提升军校外语教员的思想政治素

质
。

教研室要在致力于构建整体优化的教学体系
、

打造创新精品的科研模式
、

培育和谐共振的工作环

境的过程中
,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夯实教员的思想

基础
,

提高其全面素质
,

从而真正发挥出外语教员

风范 传道尽心竭力 做人求真致美 治学谦逊严

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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