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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师？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程技术人才培
养体系？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如何？《工程师与工程教育新论》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既有理
论层次上严肃的分析讨论，也有横向的国际比较；既有事实的陈述，也有力图客观的评价。作者希望
这个研究是对国内外工程技术人才教育与培养历程的回顾，也可以成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
《工程师与工程教育新论》在比较各国工程师职业历史和现状、工程师教育的特征、问题及趋势的基
础上，力图以我国工科人才培养机制、工科人才教育中的规律性问题探讨为主线讨论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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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曼丽，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剐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通识教育、高等工
程教育、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曾于2002—2003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2005年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和加拿大卑诗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访问。2007—2008年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富布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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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古代文献中，对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专家在古代文献里究竟有没有记载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古代文献里一般用具体工作名称记载的，如河道监理、建筑师等，或者用一个泛指的概念“智者”
来表示。可见，技术人员在古代文明中的位置，多少也反映出语言和实践的发展规律。早期“工程师
”的工作范围主要集中在建筑、采矿、基础设施、测量、军工、造船、运输和水利等领域。在这些领
域里，设计、生产、规划、管理和研制等具体工作又造就了不同的职业群体，规定了不同的工作职责
，催生了各种职业名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大致相符。我们再来看看古代技
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在古代文明国家，工程技术人才通常都是由宫廷和宗教机构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
，选拔的标准不得而知，但是估计能否被选中与家庭和社会地位、一定的传统和社会关系等等有很大
关系。大多数工程师应当受过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例如：基本的读书识字，另外还要学
习数学和测量，与现代社会所不同的是，当时文化教育事业不发达，要掌握文字知识、计算测量知识
并不容易。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工程技术领域的，只有一定社会关系和经济背景的子弟才有
可能。工程技术精英凭借其专业知识在各自领域乃至王宫和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获得大量贵金属
制成的器皿、短剑以及珍贵的织物作礼物。有时候还要接受友好邻邦君主的邀请，出国完成某些工程
任务。古代女性虽然在某些领域（例如纺织业）获得较高的声誉，但是她们是不可能进入工程技术领
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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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写作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一年多，也就是在MIT做富布赖特项目的一年时间里。但从研究到成书却
有7年岁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对于我学术生涯的黄金时间，不能说不珍贵，因此本书值得我珍
惜。在这几年里，作者身体常感不适，幼儿尚需呵护，艰难成书，本书更值得我看重。正因为如此，
我要感谢我在导言里面提到过的所有教授以及同事，是他们带领我进人这个领域，并拓展了我的研究
视野。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以令人难忘的态度提携后学，甚至允许我在错误中获得成长。这种建
设性的学术交往理应获得我的最厚重的敬意。我还要感谢我院办公室其他同事，他们总是在一旁默默
关注着我的研究进展，并适时地给予我热情的帮助。他们都给我提出过具体而中肯的建议。在此一并
表示谢意。我还要郑重地向商务印书馆的常绍民先生表示谢意，向他所在的商务印书馆表示敬意。常
先生博学多识，涉猎广泛，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频繁的与我细致商讨。与他的合作使我受惠颇深。他
应该接纳我最热情的谢辞和赞赏。

Page 6



《工程师与工程教育新论》

编辑推荐

《工程师与工程教育新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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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在比较各国工程师职业历史和现状、工程师教育的特征、问题及趋势的基础上，力图以我
国工科人才培养机制、工科人才教育中的规律性问题探讨为主线讨论主要问题。
2、作者下功夫很深，详实的资料证明自己的论点，可读性非常强，有想一口气读完的感觉。
3、很值得深读的一本书，很有借鉴意义
4、要想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的工程师，首先要了解工程师这个群体，本书为读者敞开了一扇天窗。
5、结构清楚，视角专业，值得学习和借鉴。
6、目前，国内有关工程教育的书不多。本书有独创性
7、一本好书，作者的心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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