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OO3年 3月 

第 12卷 第 1期 
高等建筑教 育 

Joumal 0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itutions 0f I-Iigh~r I．eaming 

Mar．，2OO3 

v01．12 No．1 

对我国高校专业教育的反思‘ 

罗新祜 ． 

(中南民族大学 研究生部，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建国以后，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政府建立了专业色彩很浓的高等教育，这积极地 

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其弊病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It益突出。文章分析了其 中的主要问题及其 

原因 ，并提出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 ，有助于解决我国高校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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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高校专业教育存在 的主要 问题及其原 

因分析 

建 国以来 ，我 国高校 按 照社会分 工 和学科 自身 

发展 的需要进 行专 业 教育 ，一 方 面提 高 了人 才培 养 

的效率 ，另一方 面使 培养 出 的人 才 能够 在某 一学科 

领域 达 到 一 定 的 深 度 ，从 而 极 大 地 促 进 了我 国 高 等 

教育的发展 ，为社 会 主义现 代化 建设 培 养 了大量人 

才 。我们在看 到专 业教 育 的优 点 同时 ，也要 清醒地 

认 识到我 国高校专业教育存 在的 问题 。专业教育存 

在 的问题 早 已为 教 育家纽 曼所 认 识 ，他认 为专业 教 

育 给 予 人 的 是 机 械 的 、特 殊 的 知 识 ，“知 识 按 其 程 度 

变得越来 越特殊 时 ，它 也就不再是知识 了 ，最起码离 

大学 应追求 的普 遍知识相去越 来越远 。”[1 

随着 知识 经济 时代 的到来 ，人 们对 专业 教育存 

在的 问题 认 识 不 断 深 入 ，概 括 起 来 ，主要 有 以下 几 

点 ：一 是在教 育 目的上功利 色彩浓 。高校教 育应适 

应 社会发展 的需要 ，但是 这种适 应是主动地适应 、积 

极地适应 、创造 性地 适应 ，而不 能 功利色 彩太 浓 ，盲 

目地 适 应 、被 动 地 适 应 、消 极 地 适 应 ，不 是 总 跟 在 整 

个 社 会 的后 面 ，而 是 要 有 超 越 的 眼 光 ，超 越 的 意 识 和 

超越 的行为 。不能 需要 什 么样 的专业 人才 ，高校 就 

一 哄而上 全部办什 么专 业 ，尤其 是 现在 高校 办 学 自 

主权扩大后 ，一 些高校无视 自身 的条件 ，速办各种热 

门专业 ，完全没 有 战 略 的眼光 。二是 在 教育 内容上 

缺乏人文科学知识 。在 教育 内容上人 文科学知识 的 

缺乏主要是教育 目的上极 端功利主义所 导致的 。长 

期 以来 ，我国大 的科 学分类 中 ，只剩下社会 科学和 自 

然科学 两大类 ，而忽 略 了人 文 科学 门类 。在 高校 许 

多基本 的人 文课程 也 没有 。我 国单科 院校林 立 ，也 

是导致人 文教育削弱 的重要 原 因。三是 在教育 过程 

上 把教 育仅 视为社会化过程 和认 知过程 。教育应是 

间接通 向社会 的。过 去 ，我 国 高校普 遍 认为 教 育是 

直接通 向社会 的 ，于是在 专业 设置上 ，往往 以产 品生 

产作为专业设 置 的依 据 ，甚 至 以产 品生 产 中 的某 一 

工序 为依 据设 置专 业 ，为某 一 工序 培 养人 才 。教育 

不 只是 一 个 认 知 过 程 ，还 是 一 个 非 认 知 心 理 演 变 过  

程 ，我 国高校长期 把教育仅 作为一个认 知过程 ，于是 

只注重对学 生进行 知识灌输 ，而忽视学 生的情感 、意 

志等方 面的教育 ，很 少关 注道德心理层 面 ，造成教人 

做事与教人 做人 的分离 。我国高校 专业 教育 出现这 

些问题 的原 因是 多方 面 的 ，这 里 分析 其 中的两个 主 

要方面 。一是价值 取 向上 的工具 主义倾 向原 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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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教育 培养人 以完 善人格 为 主要 目的 ，主要是 
一 种人 文教育 。新 中 国成立后 ，为恢复 国民经济 ，急 

需大量 的社会 主 义建设 人 才 ，受 教育 的工具 主义思 

想影 响 ，我 国高校 的主要 任 务就 是 为 国家 建设 培养 

大量 的专业人才 ，在专 业设 置 方面 ，专 业划 分过 细 ， 

口径 过窄 ，在课 程设置 方面 ，遵循 基础课为专业基础 

课服 务 ，专 业基础课 为专业课服务 的原则 ，忽视人文 

基础课 程的设置 ，有 的甚 至对基 础课 和专 业基 础课 

也进行 削减 。改 革 开放 以来 ，我 国高等教 育 的这种 

倾 向逐 渐得 到纠正 ，但 还 不完 全 。二是 办学模 式上 

学 习 前 苏 联 模 式 的 原 因 。 建 国 以后 ，由 于 政 治 、经  

济 、外交上 的原 因 ，在 高 等教 育方 面 ，参照 前苏 联模 

式 ，进 行 院 系 调 整 ，中 央 各 部 门办 高 校 ，相 应 形 成 按  

行业 办学 ；按行业 需 要设专 业 、订 计划 ；按 计划 分 配 

人才 的运行模 式 。这种 计划 管理 体 制 和运 行模 式 ， 

使得我 国高校 多是单 科 性 的院校 ，各 高校 的专 业发 

展 只能在单科 范围 内进行 细化 。随着经济 和社会 的 

发 展 ，我国高校 的结构进行 了调整 ，但是还没有从 根 

本上 改变我 国高校专业教 育存在 的 问题 。 

二、解决我国高校专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对策 

1．以素质教育 为指 导改造 我 国高校 专 业教育 。 

首先必 须认清两 个 思想 误 区 ：一是认 为素 质教 育 与 

专业教 育是相互 矛 盾 的 ，认 为 专业 性是 高等教 育 区 

· 别 基 础 教 育 的根 本 特 点 ，这 决 定 了 高 校 必 须 实 施 致  

力 于人 的专业 素质 提 高的专 业教 育 ；同时认 为基础 

性是 素质教育 的根 本特 点 ，所 以认 为素 质教育 只适 

合 基础教育 ，与 高 等教育 的专 业性 特 点相悖 。二是 

认 为素质教 育与专业教育 是互 补 的。认 为高校专业 

教育 是教人做 事 ，而 素质 教育 是教 人做 人 的。存在 

这两个 思想误 区 ，关键 是没 有 正确 理解 和认识 素质 

教 育 的实质 和 内涵 。素质 教育的实质是一种教 育思 

想 ，而不是 一种教育模 式或教育类别 ，它带 给我们 的 

是在 教育本质 、教育 目的 、教育价 值 、教育 内容 、教育 

方法等 方 面 新 的思 想 。素 质 教 育 作 为一 种 教育 思 

想 ，具有 丰富的 内涵 ，概括起来有 ，“①教育应 以完善 

人 的素质为 基本 目标 ；②完 善人 的素质不 仅依 靠 积 

极 的认 知心理 活动 ，而且 依靠非认知心理 活动 ：③知 

识对 于人 的素质 有重 要 影 响 ，知识 的合理 结构 也有 

重 要 影 响 ；④ 自然 科 学 、社 会 科 学 、人 文 科 学 对 人 的 

素质 教育有不 同的影响 ，在注重合理结构 的 同时 ，特 

别不要 忽视长期 被忽 视 的人 文科 学 的重要 作用 ；⑤ 

知识 只有进一步经 过 内化 ，经过与情意 的融合 ，并在 

促进情 意发展 的过程 中，形 成人 的内在之物 ；⑥人 的 

素质 的完 善将使人 更 有效 地 吸收 知识 ，发 现 和创造 

知识 ，然 而 ，素 质是本 ，以此 为本 而求得 知识 、能力 、 

素质 的协调发展 ；⋯⋯”【2 从 素质 教育 的实质 和基本 

内涵可 以知道 ，索质 教育 与专 业 教育 既不 是相 互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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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的 ，也不 是 互 补 的 ，而 是 一种 指 导 与被 指 导 的 关 

系 。 

2．以素质教 育为 指导 改造 我 国高校 专业教 育 

对解决我 国高校 专业 教 育存 在 的 问题 具有 重要 意 

义。首先是有 助于解决我 国高校 专业教育被动 地适 

应科学技术 加速 发展 问题 。 自 50年代 以来科 学 技 

术加速发展 ，为解 决社会 需 求 的快速 多 变性 与人 才 

培养 周期性 的矛盾 ，我 国高校不断增设 新专业 ，疲于 

应付 ，这是 由于没有 从 整体 上把握 和处理 好 高校 与 

社会发展 的关 系 。从 素 质教育 的 内涵可 以知 道 ，素 

质教育是非 常注重人 的 主体性 和基础 性 培养 的 ，顾 

明远教 授在谈 到素质教育 时认 为素质教育 为学生个 

人成 长打好 三方面的基础 ，“一是打好身心健康 成长 

的基础 ，二是打好进 一 步学 习或 者 叫终 身学 习 的基 

础 ，三 是为他 们 将来走 向社会 打好 基础 。”L3 正是 由 

于素质教育具有 上 述特 性 ，它就 有 助于解 决 高校 专 

业教 育面临科 学技术加速发展 和急速变革 的挑战 问 

题 。其次是有助于解决我 国高校专业教育人 文科学 

知识 缺乏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及其在 生产上 

的应 用 ，给人类 带来 丰富的物质资源 的 同时 ，也产生 

了一 系列威胁 人类 生存 的问 题 ，这 充分说 明科学 的 

功能虽大 ，但并不 能解 决价值 问题 ，这就要求 我们关 

注高校的人 文教育 ，用 人文精神去整 合科技理性 ，为 

人 的科 技理性提供价值基础 。素质教育非 常重 视人 

文科 学 对 人 的 影 响 ，在 注 重 人 的 合 理 知 识 结 构 的 同 

时 ，特别重视长 期被忽视的人 文科学 的教育 ，我 国高 

校 素质教 育 的 实施 就 是 以文 化 素 质教 育 为切 入 点 

的 ，这正是针x,-]-我国高校教育思想 功利化 、过窄专业 

教 育造成人的精神价值降低 的弊端 的。第 三是有 助 

于解 决我 国专业教育在教育 过程上与学 生身心发展 

不一致 的问题 。素 质教 育认 为 ，教育 不 仅是 知 识 的 

传授 和技能的训练 ，更 是精神生 活及 品行 的养成 ，人 

不 仅是教育的x,-]-象 ，更 是教育 的主体 ，教 育只有把 学 

生 真正当成 有生命 、有 情感 、有 个 性 的鲜 活 主体 ，并 

尊重学 生的主 体性 ，才 能充 分发 挥 和完 善 学生 的 主 

体性 ，教育不是 把人 看作物而是把人 看作人 ，要重 视 

开 发 学 生 的智 慧 潜 能 ，而 不 是 把 学 生 视 为 知 识 的 接 

受 器 ，不仅把 学生作 为认知体 ，更重要 的是把学 生作 

为生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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