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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的大学教师观和教学观 

陈 富 
(赣南师范学院 教育经济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 钱伟长提倡大学教师既要搞好教学，又要搞好科研，并认为高等学校应该是 “两个中心、一 

支队伍”，教学与科研要相结合，而不是分开。同时，钱伟长认为大学教师应该主要讲解那些正在发生发展的知 

识，并教会学生自学的方法，培养学生独立获取和处理知识的能力；大学教师应该将从事科研活动作为提升自 

身素质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钱伟长；大学教师观；大学教学观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3)02—0043—04 

Qian Weichang’S View on the Teachers of University and Teaching 

CHEN Fu 

(C,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 Jiangxi 341000，China) 

Abstract：Qian Wei—chang advocates 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eaching，but als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He holds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two centers，one team”，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hould be combined，rather than separated．At the same time，Qian Wei—chang holds that 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mainly explain knowledge which ar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and teach students self—study method， 

training students ability in independent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knowledge．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be engag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as the main way to improve their OWN quality． 

Key words：QIANG Wei—chang；the view on teachers of university；the view on university teaching 

钱伟长的大学教师观和教学观是钱伟长高等教育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及地位问题历来 

为人们所重视、所争论。深入探讨钱伟长对教学与科研 

关系的认识、对大学教师应该如何进行教学的见解及大 

学教师培养和成长根本途径的基本看法等，对于当前及 

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

、 新中国建立后关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长期争论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把握钱伟长的教师观和教学观， 

十分有必要首先简要回顾一下我国历史上人们对教学与 

科研关系的认识和讨论。因为这些认识和讨论与钱伟长 

的教师观和教学观紧密相连。在我国院系调整及全面学 

习苏联以前，人们在教学和科研的认识上没有明显的分 

歧，教学和科研之间也没有划过界线，因此，基本也不 

存在两个中心还是一个中心等方面的争论。在院系调整 

及按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对我国高等院校进行改造和调 

整以后，教学和科研问题是否划清界线的问题在人们的 

思想和言论中逐渐显露出来。在 1955—1956年制定科学 

规划期间，人们在此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较大分歧，并 

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和大论战，这场大争论和大论战以高 

等学校与科学院之间的关系为载体而展开。其中一种观 

点认为高等学校必须搞科研，据钱伟长回忆，当时的北 

大校长马寅初首先提出高校教师应当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而另一种观点正好与此相反，即认为高等学校与科学院 

要分工，高等学校是培养学生的，是教育工作，而科学 

院则专管科学研究。不过，这场大论战在当时并没有取 

得基本共识，以后仍然经常发生争论。也正是由于当时 

没有取得一致看法，导致该问题到 1966年时发展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那就是 “科学研究不要了，教学也不要 

了”。⋯这个问题的初步解决，直到 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 

来并分管教育和科技战线工作以后。1978年，全国科学 

大会召开，提出高等学校应该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教学 

中心，一个是科学研究中心。在此次会议上，小平同志 

提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 

[收稿日期] 2013-01-20 

[作者简介] 陈富 (1981一)，男，山西天镇人，赣南师范学院教育经济研究中心讲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 

要从事大学课程与教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3年第2期 (总第 170期) 

一 个重要方面军。” 

此后，人们对高等学校是否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不 

再争论了，对高等学校是两个中心的认识也基本趋于一 

致并达成共识。但这里边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却一直没 

有得到明确认识和解决，那就是究竟是 “两个中心、一 

支队伍”还是 “两个中心、两支队伍”。由于对这个问 

题并没有取得基本共识，因此在落实 “两个中心”思想 

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容易引起分歧和论争的问题， 

即有些学校提出并执行了 “两个中心、两支队伍”的主 

张，并没有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将两个中心建设在一 

支队伍上。在钱伟长看来，“这实际上又是把教学与科研 

分裂开来了”。 这就成了我国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 

非常敏感的话题，也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来有争论的 

问题，直至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完满解决。 

二、大学教师既要重视教学，又要重视科研 

在对该问题的看法上，钱伟长反对将教学和科研分 

成两套班子的做法，赞成 “两个中心、一支队伍”的观 

点。他说，“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教学 

必须与科研结合” ；“教学只是高等学校教师的一个任 

务” ，另一个任务就是进行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能 

实现通过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钱伟长对转变教师思想十分重 

视。他认为，教师首先要对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有正确的 

认识。正确的思想认识应该是：教师不是教书匠，不能 

光教书，而要一边教书一边搞科研，科研指导教学，指 

引教学的方向；教师队伍决定学校的质量，决定教学、 

科研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 

到，要 “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 钱伟长在 

20世纪 80年代谈到教师问题时，提出 “如果你不教课， 

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l 他还进一 

步阐述了教学与科研的内在关系，“在高等学校，教学是 

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 

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蕴， 

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一个教师 

在大学里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 

“那些只进行教学工作而不进行科研学术工作的教师，往 

往把知识看成死的、没有发展的材料，在教学工作中只 

有 ‘教死书’的水平，缺乏发展观点，从而贻误青年。 

只有那些在科研和学术工作中奋勇前进，在第一线冲锋 

陷阵的教师，才能借助自己亲历其境的创造经验，把知 

识讲活，培养有创造力 的和有发展观点 的年轻接班 

人。” 另外，钱伟长还认为教师进行科研对培养创新人 

才也具有积极作用。他说，“不做科研就谈不上创新，更 

谈不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在校内开展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他总会讲起自己在 

大学求学时其老师的治学经验及 自己在教学与科研相结 

合方面取得的经验，从而证明大学教师一边进行教学一 

边进行科研不仅是可能的、可行的，也是教师成长的根 

本途径。每当谈到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时，他总是鼓励每 
一 位教师都要转变教师只搞教学和研究教学法的思想， 

要树立教师在进行教学的同时还要积极进行科研工作的 

思想。为了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他倡导 

并鼓励教师要在思想观念和具体工作中不断适应新形势 

的要求。 

三、大学教师主要教那些正在发展的知识 

钱伟长认为，高校教师的任务有两个，即发展科学 

和传播知识。 先说传播知识，粗略地说知识可以分为 

两大类：一为已经成为定论的知识，二为正在发展的知 

识。教师应该教哪类知识是大有讲究的，钱伟长认为教 

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应该主要讲那些正在发展的知识， 

而不是主要讲已经成为定论的知识。他认为大学教师讲 

课最主要的是讲知识发展的来龙去脉，讲某一问题的来 

源、历史演变过程与现状，且要讲清楚，这样可以使得 

学生懂得知识发展的重要性，知道发展方向，知道困难 

所在。他说，“好教师应该教给学生有的东西我们解决 

了，有的还没有解决。老跟学生讲这个问题，学生进步 

得快。” “讲课不应该只讲具体的知识，具体的知识学 

生是很容易懂的，而是应该讲重大的概念，讲当前和过 

去发展的情况，讲你的看法。吴有训先生讲牛顿三定律， 

就讲它在不同时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误 

解，以后又是怎样辨明了的，正确的看法是什么，它有 

个适应范围，怎样使用才恰当，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争论， 

等等。’’ ’ 

在钱伟长看来，讲好课有两条标准，一要有学问， 

二要有好口才。但他认为有学问比好口才更重要。“一个 

教师应该在学术上有见解、有建树，这样 才能教好 

书。” 而要做一个有学问，在学术上有见解、有建树的 

教师，就必须走科研的道路，针对现实需要进行科学研 

究，且这是大力提高教师水平的根本途径。他说，“要做 

好一个教师，尤其做一个好教师，不是只研究教学法， 

而是要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前进。教学法需要研究，但最 

根本的是要把教的东西懂透，做到深入浅出，才能把课 

讲好讲活。” 

在课程数量及教师讲的数量的把握上，钱伟长是不 

主张设置太多课程也不主张讲太多的，但要讲好重点课 

程和基础课程， 。 且要达到足够的教学信息量。 因此， 

要请最有经验和最好的教师讲这些课，同时要精简教材， 

还要更新教材内容，以最新科研成果改造教材。他说， 

“上课绝不是卖旧文章，希望能经常地根据本学科进展， 

不断地革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州 ‘做一个老师不应该只 

抱着一本书，要从千万本书中选出最好的内容，通过自 

己精心的组织写出教案，不断地充实最新内容，介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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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应用，这样才能启发我们的学生，同时激励 自己前 

进。”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他还认为，讲课要讲得 “天衣有缝”，让学 

生探索不尽。“永远把科学之门敞开着的才是真正的好老 

师”。 “好的教师必须把正确的东西教给学生，同时也 

要告诉学生里面还有什么问题，讲课要留有余地，对学 

生决不能讲死。科学跟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底的， 

是你一辈子、十辈子也做不完的。” -- 

在一些社会科学科 目的教学上，钱伟长主张案例教 

学法。他认为，“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的教材应以案 

例教学为主，不能只是些空洞理论，从理论到理论不解 

决实际问题。要以案例教学着手，总结出一些根本理论， 

才能讲得好，学得活。” 

总之，在他看来，无论 自然科学的教学，还是社会 

科学的教学，大学教师都应该将其所教学科知识的分布 

情况、研究情况及其发生、发展过程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等情况介绍给学生，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激起他们的 

探究欲。“作为高校的授课教师，应该对所教的学科领域 

中当前存在什么问题，世界上哪些地方、哪些机构、哪 

些学校、哪些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哪些是研究得比 

较好的，都应知道得很清楚。然后通过授课，使学生清 

楚地了解这些情况，并且有强烈的欲望和责任去解决问 

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就会懂得每一 

门学科都没有 ‘关门’，都有千千万万个问题等着人们去 

解决。所谓 ‘科教兴国’，只有这样的 ‘科教’才能 

‘兴国’。”[ ] 

四、大学教师要教会学生自学的方法，培养其 

自学的能力 

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中，就教的方法看，一般是用 

“教授”的多。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大学现行教学方法 

是一种以讲授为主的结构模式，其基本特征是 ‘一多一 

少’，即教师灌输多，大学生独立活动少。” 所谓 “教 

授法”，通常是注入式或 “填鸭式”，意味着重教不重学 

或者是重教轻学。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多了，就自然容易 

造成学生依赖教师甚至盲从教师的坏态度，阻止学生的 

语言能力、思想能力、治学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不利于 

教育效果的提高。 在钱伟长看来，大学教育主要不是 

靠先生讲，决不能搞 “填鸭式”，这是违反教学规律的。 

教和学的关系，学是关键教学要把 “学”放在主要地位，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正如严元章在 《教育论》一书中 

表达的观点那样，教师绝不能以施教为教，学生以受教 

为学；“教师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教学生学习，不是教 

学生受教。” 钱伟长一生中对自学是十分看重的。他认 

为，好教师应该教会学生 自学的方法和正确处理知识的 

能力。“教师的教主要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要把获 

取与处理知识的能力教给学生。教学大纲不是规定教师 

必须讲的内容，而是规定学生必须懂的内容。教师的工 

作就是引导学生。” 

钱伟长说，“教师应该教会学生掌握自学的方法，这 

样，学生离开学校、离开老师，仍然能够在实践中进行 

独立的思考，能够独立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判断问 

题，教会学生能够一辈子学习。我提倡要教会本科生自 

学的能力，而培养研究生创新的能力。” “大学教育应 

该重视方法的教育，方法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讲方法最 

好的办法是有一定的媒介载体来说明这个方法。” 。。他很 

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教育，但他又 

明确表示，不结合实际案例空讲方法是达不到教学效果 

的。他说，“空讲方法是没用的，谁也学不会，一定要用 

实际的东西来讲方法，就能学会。学会以后一辈子按这 

个做，这是科学的，会有结论的。” “科学方法是 自然 

科学中总结出来的，就是会懂得如何对于某个问题、某 
一 方面搜集资料，会分析发展的方向，并提出进一步发 

展的办法，再经过试验证明想法是对的，然后再把结论 

扩大应用到其他方面，这一套方法的使用是越来越广泛， 

成为科学的一方面。” 

另外，钱伟长不仅重视课堂上对学生进行 自学方法 

的教育，他对引导学生课外的学习也同样看重，他主张 

教师在讲好课的同时，还要为学生指出课后学习的题目， 

并为他们精选和指出本学科、本研究领域最好的参考书 

目。“讲课要提纲挈领，要引导学生在你讲完课以后，自 

己深入去研究问题，给他们一定的参考书。现在书很多， 

参考书要挑选得好，这是很关键的。” 

五、大学教师的培养主要通过科研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习能够在学校教育阶段全 

部完成，尤其近现代以来，知识总量的增长几乎每天都 

会发生，且越来越快。随着新知识的不断出现，大学教 

师的知识结构也需要不断得到完善。否则，无论对教师 

个人而言，还是就学校整体教学质量而言，均难以提高 

其教学质量。为此，他说，“教学要提高，应有强大的高 

水平的师资队伍，其关键是教师要加强两方面的建设： 
一 是教师应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二是教师应积极进行 

科研，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强调抓高新技术。只 

有这样，才能成为具有真正的第一流的教学水平的学 

校。’’ 

大学教师的成长可能有多种途径，但钱伟长认为教 

师参与科研活动是主要途径和根本途径，而对过去的听 

课进修等方式则不太看重。他主张教师要通过科研提高 

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而不是如现在的照本宣读，通过 

科研来改造和提高教师队伍。“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 

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 

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针对当时通过听课进修方式 

以提高教师水平的观点，他表达了不同意见。他强调说， 

“教师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听课进修，主要靠做研究工 

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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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方法。我们过去习惯搞系统听课进修，把它作为主 

要的培养方法，这是不对的。” 刮此后，他还在不同的场 

合都表达了这一看法。 

1995年前后，许多教师的外语和计算机知识与能力 

十分欠缺，对这些教师的进一步发展与成长构成了瓶颈， 

针对这一现象，他提出所有教师要加强这两个方面的学 

习。为了能够让更多教师有信心学习并掌握外语和计算 

机知识，提高他们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他仍然以自己为 

例，介绍了他 36岁学力学、42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 

64岁以后学计算机的学习情况。他说，“不要以为年纪 

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 64岁以后，我现在也 

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不过也吓不倒 

我。”_3’ 他提倡全校不论文、法、理、工学科的教师，都 

用短时间的速成办法，使他能看外国文献，同时会使用 

计算机。_3 并规定 “教师一定要学计算机、学外语，要 

不然，跟不上时代了有了这两个，才能不断吸收知识， 

丰富自己头脑，讲课时就活了。” 

青年教师是未来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因此，他对广 

大青年教师寄予厚望，希望青年教师能够立定志向，发 

奋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一方面提升 自己的学术水平和 

科研能力，另一方面能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创新精 

神和能力的建设人才。他说，“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 

师，应该勤于学习，勤于思考，不断创新，不断提高科 

研水平和教学水平，培养出大批既有创新能力，又有科 

学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未来的国家建设者。” 

六、结束语 

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及地位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界长 

期争论的问题之一。期间，人们对此的认识和实践都经 

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及 1952年院系调整以 

前，虽然那时的大学较少，但教学与科研基本是结合在 

一 起的，大学教师既从事教学，又从事科研。因此，关 

于教学与科研是否分开且由不同人员承担的问题的争论 

几乎不存在。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人们对这一问题 

的争论出现了，先是强调的教学第一，以后又强调以教 

学为主。改革开放以后，高等学校教师开始积极从事科 

研工作，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 “两个中心、两支队伍” 

的现象。钱伟长的大学教师观和教学观正是在此多变情 

势和复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通过考察他 自身的治学经 

历、教学生涯、在上海工业大学及上海大学的办学实践 

可以发现，他的大学教师观和教学观是经得起实践检验 

的，正确的。有鉴于此，在今后的高等教育教学思想和 

实践中，无论是大学管理者、还是大学教师，都应该认 

识到教学与科研结合的重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并将 

这一正确思想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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