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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及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使命为己任的

大学已经走到了深刻变革时代。我们看到：教育问题已不是局限于教

育内部，还关涉到社会问题，学校教育的“孤岛式”已无法适应瞬息

万变的世界。以培养学生反思、质疑、批判能力为旨归，为社会培养

精英人才的大学教育，糅合着诸多因素和岁月试炼，需要勇气，需要

试错，更需要“组合之力”。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素质、学养的竞争，大

学要围绕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尤其是着重独立思考和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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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新理解精英式教育 

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

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2007）书中向我们描绘了美

国常春藤联盟大学，如何迅速从教育机构演变成商业性机构的。他勇

敢地指出：“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的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

育责任是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他毫不客

气地说：“哈佛大学已经不再懂得什么是优质的教育。” 

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威廉•德雷谢维奇写的《优秀

的绵羊:美国精英的误导教育以及通向有意义的生活之路》（2014）提

到，一些常青藤高校的尖子生，看起来都很优秀，其实是一群懦弱的、

懵懂无知的、盲目追随的绵羊。所有的人都去追求同样的学校，上同

样的课，选择同样的专业，所有的学习只为了拿更多的 A，毕业是为

了找到别人眼中羡慕的工作，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终其一生，

过着未经省察的“二手生活”。 

美国精英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高智商的年轻人，只关心成就，

对内在的自我和灵魂无动于衷，没有领悟生命的追求，甚至不知道如

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不仅如此，美国教育专家安东尼•卡内瓦莱认

为，精英教育系统日益成为特权传接代的有效工具。 

毋庸置疑，每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精英阶层，总有些人出

类拔萃，这些精英应该是最优秀最聪明的那群人，是最好的教育的结

果。孔子也有言：有教无类。美国杰斐逊总统也写道：“天降英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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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贵贱。”很显然，当下美国精英教育系统不仅加重阶层分化，而且

身处巨大的特权泡泡里的舒适资产阶级也感觉上当了，他们没有接受

任何有意义的教育，被他们排斥又无法摆脱的价值观无法帮助他们构

建自己的未来。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呢？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公认标

准：适龄人口入学率在 15%以下者称为精英教育，旨在培养高潜力青

少年人群的精英意识与能力的教育方式，而非培养“考试型”人才，

而是以综合素质提高来衡量学生的培养目标。被誉为 “教育科学之

父”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赫尔巴特认为，精英教育是一个

人走向伟大的教育精髓，它是整体性的教育，通过具体的分析教育和

综合教育，对学生依次展开审美教育、道德熏陶和学习专业化知识。

然而，当下精英教育已走向了职业教育，完全不在意关照伟大灵魂的

经典人文教育。 

不言而喻，精英教育对社会的深度影响力。但是，赫尔巴特却强

调始终遵从一种缓和的方式对待教育，吸收传统和新式的文化，以自

由主义的态度去面对教育。 

世界各国教育制度的目标都不是为了获得智慧，而是为了获取经

济增长和强大的国力。罗伯特•赫钦斯在其著作《学习社会》中提到

一个观点：教育制度失败可能会被误以为是教育的失败。社会的技术

化程度越高，专门化的教育就越难实行。因为，社会的技术化程度越

高，它的变化速度就越快，而实用的教学就会越没有价值。如此看来，

最理论化的教育才是最实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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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教育制度组织起来响应的现实需求，往往在

满足之时需求已不复存在了。未来是不可预见的，那么，教育是适应

社会，还是引领社会？何况，当下的精英教育偏重考试，而非侧重才

能。应试教育系统不利于培养全面智能，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创造力，无法迎接未知世界的需求。在 2013 年的一份美国大学和

学院联合会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四的雇主认为通识教育是针对当

前的全球经济最好的教育。科学技能和人文思考同等重要。 

二、教育回归本质：生命觉醒  

上世纪后半叶开始，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精英教

育走向大众化教育（入学率在 15%以上至 45%以下）。学术界大多认

为，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应仅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事，如何有效率的工

作，如何提高生产力，如何为日后职业生活作准备”，更应该指导学

生“如何做人，如何充实人生，如何发挥生命的价值”，以 “教育培

养完整的人”为目标。 

一言蔽之，教育宗旨关乎自我生命的觉醒。当下大学生应不只要

学会专业微观，更要全方位宏观。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

价值。也就是说，要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作家大

卫•福斯特•华莱士在某大学的作题为《生命中最简单又最困难的事》

的毕业演说时讲到：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价值与成绩、学位完全无

关，只与生命的自觉和警醒有关。 

通识教育最为体现教育本质。通识教育的优势：第一，它教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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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思考；第二，它教会你如何表达；第三，它教会你如何学习。 

2010年发表的《随波逐流的学术》一书中写到，通过“大学学习评估”

测试发现百分之四十五的学生在大学头两年根本没有任何思考能力

的提高。其他测试表明后来的两年也是同样的局面。 

在信息技术时代，获取知识变得很容易，问谷歌，求度娘，完全

没有必要占用自己有限的脑空间来记忆。面向未来，应该更加侧重思

考方法的学习，把我们的大脑变成 CPU。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创始

人爱德华•奥斯本•威尔森说：“我们为信息所窒息，而渴求智慧。今后

的世界，将属于能总览全局者，他们在恰当的时间运用恰当的信息，

以独立的思考做出明确的选择。” 

无独有偶，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指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

于为大家提供“第六份工作，而不是第一份工作”所需要的技能。虽

然接受通识教育没有办法给你“第一份工作”，但它可以帮助你在进

入职场之后，能够与人拉开差距，也会在不同职业变换间拥有更多的

自信。 

通过通识教育，学生们将获得更火的共同经验、终身学习的技能、

广博和统整的知识、价值观的检视、人格的培养及对其他文化的尊重

等。最为重要的是，通识教育帮助你关照灵魂。哪怕不一定找到生命

的意义，至少在踏踏实实地探索中，也能够更多地把控和更好地体验

人的一生。 

尤其被大家熟知的“全人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广大的世界

须具备更宽阔的知识，同时能深入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全人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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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思维、多元化学习观和追求灵性的统一（谢安邦，2008），是通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统一，也是集 STEM 的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

统一。 

三、教育渐近式变革动力：自下而上 

兰特•普里切特用蜘蛛形容 19世纪的教育系统，鼓励建设开发教

育系统，进行多样化尝试，让教育变得更类似海星，重复发挥自下而

上的教育创新驱动力。 

生物社会学家马特•里德利提出人类历史也只是像生物的演化一

样不断地适应环境而改变自身而已，不存在什么设计者，简言之，是

人类自身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因此，他认为教育做得好的话，会是

一种自发产生的演变现象。 

肯•罗宾逊在其著作《让学校重生》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一场自下

而上的教育变革，要做教育创新真正的引领者。在书中他质疑席卷全

球的标准化浪潮，呼吁冲破工业化教育的藩篱，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自

适应的有机教育系统。 

政府主导的公共教育或青睐教育由上而下的加强理论，但也鼓励

发挥学校教育在实践上自下而上的创新力量。 

众所周知的可汗学院，或者“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K），这

是科技改变教育的最佳案例。虽然它的建立初衷并不那么伟大，只是

一流大学向二、三流大学推广借此创收而已，而非致力服务或想到远

在非洲的受益群体。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带来了“自主学习环境”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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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互联的世界里，发挥了学习自主性和自我教育系统之功用。 

美国著名高等专家凯文•凯里在其著作《大学的终结：泛在大学

与高等教育革命》一书中明确提出，未来大学的模样——泛在大学。

他认为，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创设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不断优化，

未来高等教育学习将与全球泛在大学互通，彼此相连。另一创新形式

2012年创设的密涅瓦大学。 

每个学生发展都不必限于一隅。教育在帮助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和

建设者获得关键的知性技能同时，更应该给予他们打造自己的新桌椅

的力量。最好的思考往往在不同的理念、领域和专业发生碰撞时出现，

在不同文化发生冲突时出现。我们高等教育应该高喊跨文化学习，终

身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