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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扩招后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讲述了：21世纪是竞争激烈的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
，中心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才在世
界各国的流动将会决定各国实力的增减。所以，世界各国都在竭尽全力吸引、用好人才，以使国家可
持续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如何培养出高质量、有竞争力的人才竞争新格局也展现
在我们面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大国，但并不是一个人才资源大国
、人才资源强国。要立于不败之地，把“人口”包袱转变为“人才”金矿，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结底都需要人才，而这一切更需要我们去关注人才培养模式，因为它会
左右人才成败、人才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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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办学形式从多元办学到单一办学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多元
化的办学主体，即国家办学、私人办学和教会办学等同时存在。“当时全国有私立高校65所，占全国
高校总数的28.6 5％，学生约2.1 万余人，而接受外国教会津贴的高校24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5 5％
，学生约1.4 万余人。在中国的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17所之多。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民政府对私立学校采取了积极维持，逐步改造，重点补助的方针，以便在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
总目标下，使公私立学校各尽其力”。①随后，国家为了集中有限资源推动工业化建设，在短时间内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而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
相适应的，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
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将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立，收回了中国的教育主权，一些在历史上颇有名
气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
从中国现代大学名册中彻底消失。　　（三）国家统一计划管理高等学校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
对高校实行高度的统一计划管理。国家不仅掌握办学的审批权，同时对高校的结构、类型设置、教学
计划内容，甚至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都统包统管。因此，高校的学科类型、层次类型、管理类型都
是由国家规定，高校无法自主选择。这种情况下，高校是政府事业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校无需直
接考虑面向社会需求的办学问题，而只需要对政府主管机关负责就可以了。在这种机制下，高校很少
考虑如何面向社会需求发展高等教育，调整自己的专业结构和学科设置，办出特色和名牌的问题。所
以，长此以往，我国的高校办学存在千校一面的状况。而且，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高等教育过分
专业化的弊病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培养出来的人才基础较弱、素质较差，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
。后来，国家也注意到这一情形，开始纠正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比如，1962年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
理科教学工作会议指出，综合大学理科专业设置应当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情况来决定，专业范围
应当宽一些，而不宜搞得太窄，更不宜按科学研究方向来设置专业。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此次会议精神没有得到贯彻。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通才与专才教育相结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　
　现当代的高等教育模式处在既受苏联模式影响、又正在向欧美模式回归的改革与探索阶段，基本的
趋向是克服过去一边倒的做法，以我为主，借鉴欧美的通才教育模式的经验，保留苏联专才教育模式
的合理性的一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就出现了20世
纪80年代以来的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改革。　　（一）改革的动因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转换，虽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但也是一场涉及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尤其是
高等教育受到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改革原来的专业化教育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构建新的模式。　　改革的动因是原有的办学类型与市场经济体制发
生冲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学校的办学类型，是单一的国有公办类型，国家对高校包得过
多，管得过死。一方面，国家不堪重负，高等学校建设和发展经费严重不足。高校想扩大规模和提高
办学效益质量也成为遥不可及的事情。另一方面，高校自身缺乏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机制，无法自
主办学。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单一的国有公
办高校类型根本无法满足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企业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再者说，国家财力也不可能
支撑全部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所以，高校的办学类型必须多样化。　　在学科类型设置上，
单科性院校过多，专业设置重复，专业划分过细，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
构不合理，适应性差，发展后劲不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不仅如此，还
阻碍学科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
变化，将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作为指导思想。针对高等教育长期以来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
综合素质培养的状况，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开始从纯粹的专业教育向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转变，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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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江南七怪加洪七公，把郭靖这么一个傻瓜教成了武功盖世的大侠。王重阳武功天下第一，一个人
教七个，教出了全真教一群废物。这就是大学扩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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