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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X

王  强, 周  刚, 王海楼, 朱启超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训练部,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探讨了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提出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发展的基础, 是大学品

牌形成的基础, 是大学经济运行的基础, 是大学学术进步的基础, 以期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建设提供

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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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ly useful references for establishing the research- type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foundational status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is kind of universities is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 is presented that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he reputation, the fund and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th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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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国内许多重点大学制定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的奋斗目标, 并开始着力发展与这一目标相适应的本科

教育。然而, 对于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性、

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特点、本科教育教学的主要特征等基

本问题在一些高校中还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1]由此造成

部分高校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重视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工作, 轻视教学工作特别是本科教

学工作的现象。[2]建设研究型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需要

增加科研投入, 提高科研水平, 也需要加强研究生教育,

但是否必须以牺牲本科教育为代价呢? 本科教育在我国高

校建设研究型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 是一种累

赘还是应当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前校长田长霖明确提出: 一流研究型大学不是以本科教育

的丧失为代价的。[ 3]因此, 重新审视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

地位与作用, 对于提高对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基

本问题的认识, 合理构建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体系, 推

动国内高校建设高水平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础

性地位进行了探讨, 期望能给处于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

的国内高校发展本科教育以更多的启发。

  一、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发展的基础

  本科生和本科教育, 是研究型大学存在的基础。本科

生是构成研究型大学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多的本

科生使大学充满了朝气, 校园内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

包括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生动活泼的学生报纸, 引人入

胜的足球比赛和表演, 以及其它许多活动, 都给校园生活

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活跃了研究型大学的育人环境。如果

没有本科生和本科教育的存在, 那么专注于学术活动的研

究型大学就无异于一所大型的研究所, 而难以称之为大学。

如果没有本科生和本科教育的存在, 研究型大学就失去了

蓬勃向上的活力。[4]

本科教育是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基础。本科教育之

所以重要, 就在于它在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给予学生较为完整的知识架

构和必要的专业训练,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奠定可持续发

展能力, 这是他们成才的基础。学生只有在本科阶段掌握

了宽厚的基础知识, 受到了良好的科研训练, 具备了很强

的学习能力, 培养出创新思维, 才有可能在以后的学习和

研究中脱颖而出。良好的本科教育培养了众多符合研究生

教育要求的后备人才。据统计, 美国 1991~ 1996 年期间,

32%的硕士学位获得者、56% 的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获得

者的本科生涯是在研究型大学度过的。[ 5]由此可见, 研究型

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本科教育支撑的,

缺乏高质量的生源, 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也难以保证。获得

/ 图灵奖0 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姚期智, 2004 年回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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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任教时的最初设想是构建一个良好的机制培养博士

生。但随后在清华的亲身感受, 让他逐渐萌生了 /精英教

育要从本科生开始0 的想法。他说: / 我逐渐感觉到, 想要

培养好的研究生, 实在是应该从本科生开始做起。所以我

起先的构想就是教两门目前在清华还没有开的本科生课程

) ) ) 理论计算机科学 (上、下)。0 现在他每周拿出 4 个小

时给 120位本科生上课。他说: / 我感到应该让学生接触到
不同的计算机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课程, 专门培养计算机

科学领域一流的本科生, 要让本科生感到创新和研究的快

乐。0 [ 6]因此, 一流的本科教育是建设一流研究生院, 培养

高素质、具有探索精神、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硕士、

博士人才的基础条件。

  二、本科教育是大学品牌形成的基础

  本科教育质量与学校的科研、教师队伍、研究生质量

等休戚相关, 因而能够对学校的社会声誉产生重大影响。

本科教育的教育质量在一定意义上是研究型大学教育质量

的标志。[7]越是著名的大学往往越是重视本科教育; 那些重

视本科教育的大学往往都是好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

大学和耶鲁大学一直被 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6 评为全美
最好的大学,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它们非常重视本科教育。

在这些大学里, 文学院 ( liberal arts college) 的地位往往高

于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专业

学院 ( professional college)。哈佛大学校长在 350 周年校庆时

说: / 哈佛最值得夸耀的, 不是获得了多少诺贝尔奖, 而是

使进入哈佛的每一颗 -金子. 都发光。0 [8]

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在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心目中建立

和巩固了学校的品牌形象。哈佛大学教授路易斯#奥金克劳
斯谈到本科学院给校友们留下的印象时说: / 人们对 17 岁

至 21岁之间生活的印象最深刻。这段时间虽然非常短暂,

然而却往往令人终身难忘。0 [9]康奈尔大学校长鲁兹曾说过,

/ 公众是通过本科教育直接认识大学的, 研究型大学的成败

与否完全系于本科教育0。[10]目前, 在世界各国的各类大学

评价和排名的指标体系中, 对本科生质量的评价是其中极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11]普林斯顿大学, 连续七年在美国大学

排名第一。哈佛大学过去三年曾和他并列第一, 但最近一

次又落于其后,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普林斯顿比哈佛更重

视本科教学, 20 人以下的小班教学比哈佛大学多, 而 50人

以上的大班教学比哈佛大学少。[ 12]

杰出的本科毕业生是社会认可大学品牌的重要依据。

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力和

竞争优势。毕业生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乃至在国际上体

现出公认的水准和信誉, 部分毕业生成为经济、政治和社

会发展的栋梁之才。在美国, 占全美高校 3% 的研究型大

学, 近两个世纪来却培养了大批经济、政治、文化领袖,

成为美国长期执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牛耳的最有力支撑。

国内的重点高校在社会上都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高校过去培养了一大批为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 1]

  三、本科教育是大学经济运行的基础

  经费是办学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够

取得令人瞩目的教学与科研成就, 与他们雄厚的办学经费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研究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 经费来

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 政府拨款; 学费收入 ; 社会人士

和校友的捐赠和募捐; 附属企业; 以及社会服务和其他收

入等。[13- 14]

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是研究型大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

源。表 1 所示为美英部分研究型大学办学经费中各项经费

来源占其总经费的比例情况。其调查统计对象为 5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6 大学排行前 60 名的 13 所私立高校、14 所

公立高校[ 13]和英国 4 所著名研究型大学[15]。从表 1 中可以

发现 , 美国私立大学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占其总经费的比

例为 44. 9 % , 公立大学为 49. 6% ,英国大学为 68. 7%。在我

国, 2003年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占教育总经费投入的比例为

55. 6% , 2005 年全国高校学杂费已占学校总经费收入的

44. 7%。[16]由此可见, 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构成了研究型大

学办学经费的主体。

表 1  美英研究型大学办学经费情况

政府拨款 学费收入 捐赠收入 其他收入

美国
私立大学 15. 3% 29. 6% 11. 9% 43. 2%

公立大学 31. 5% 18. 1% 5. 7% 44. 7%

英国大学 49. 9% 18. 8% 2. 8% 28. 5%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13] [15]相关数据整理。

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都与学校在校生人数密切关联,

学生越多, 获得的政府拨款和收取的学费就越多。本科生

是构成研究型大学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公立研

究型大学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之比平均为 315B1, 私立研究
型大学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之比平均为 118B1; 我国部分重

点大学的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之比平均为 213B1。[17]因此,

众多的本科生不仅给研究型大学带来了生机、活力, 带来

了多元的校园生活, 更带来了巨额的教育资金。

  四、本科教育是大学学术进步的基础

  教学也是学术。美国著名教育家欧内斯特#博耶于 1990

年在卡内基教学促进会的报告 5学术的反思6 中提出了一
种新的学术观, 即学术包括发现、综合、应用知识与教学

四个基本方面。[18]他认为, 如果只有发现、综合与应用知

识, 学术之火只能形成散落的火星。只有同时不断地传播

知识, 才能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因此, 需要传播知

识的学术, 即 / 教学的学术0 ( Scholarship of Teaching)。对知

识的发现、综合、应用与传播, 四者交替进行、相互作用、

不断循环, 构成了学术健全的不朽之躯。教学和科研一样,

既是大学学术结构的要素, 又是大学学术的主要活动形式,

这一观点已得到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可并在实践中得

到验证。[19]

本科教学是大学发挥学术价值, 服务于国家和世界发

展的重要途径。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卡#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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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曾指出: / 一个困惑不安的世界不再能够负担象牙塔里搞
研究的奢华。学术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自身的名词术语,

而是取决于它对国家和世界的服务。0 [20]大学在相当程度上,

正是通过培养未来学者来发挥其学术价值的。罗伯特#奥本

海默在哥伦比亚大学曾说过: / 科学家应当以最大的诚实和
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把新的知识教给愿意学习的所有人。0 [ 20]

教授知识的方式有多种: 出一本书、发一篇论文、在学术

会议上作一次报告都是在教授知识。但是, 在课堂上对未

来的学者进行教学才是最有效的最普及的传播方式。[ 18]科学

家尚且有教学的任务, 作为大学教师的学者自然更应该把

对本科生的教学作为自己学术生活的关键部分, 重视本科

教学、钻研本科教学、改进本科教学, 通过本科教学综合

化、系统化讲授, 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更好地发挥大学

的学术价值, 服务于国家和世界发展。

教学学术水平的提升也将推动科研水平的提高。现代

大学的教学突出强调教学过程的互动性、教学方式的启发

性、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教学活动中的创造性等, 教学

是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创造性活动要求教师不仅要改

进教学方法和积累教学经验, 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教学和课

程需要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保证大学教学内容始终反映文

化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 向学生展示本学科发展的新动向,

提供本学科正在解决或尚未解决的问题, 使教学始终站在

时代前沿。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是最早清楚认识到 / 研究
与教学统一0 的辩证关系的人, 他曾直截了当地说过: / 教

师的表现依仗于学生的出席与兴趣 ) ) ) 不然, 科学方法与

学术皆不能发展。0 / 科学及学术的目标通过教师和学生的

相契相知而高效率地进行。0 [21]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受

到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把科学研究

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指出,

/ 大学的研究要从教学中受益, 不但获益于对研究生的教

学, 而且获益于对本科一年级学生的教学。0 [ 21]美国历史学

家康奈尔大学的拉夫伯教授在总结任教 35 年来的教学经验

时指出, 学生的质疑和教授的反思是科学发展的最基本过

程, 他说 / 除了第一本专著是完全出自我的学术论文之外,

我写的每一本书 (近 20年) 都来源于我的教学经验。0 [22]教

学学术水平将教学与科研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 以教学带科

研, 以科研促教学, 提高教学学术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

个提高科研水平的过程。

办好研究型大学, 本科教育是关键和基础, 是研究型

大学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发展研究型大学、争创世界

一流大学的过程中, 要充分重视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加强本科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 构

建独具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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