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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1世 纪 ，科 学 技 术 飞 速 发 展 ，社 会 变 革 日趋 激 

烈 ，高等 学校的工科教育也 同样面临着 时代 的挑战 ， 

新 形 势 下 要 求 所 培 养 的 人 才 不 仅 要 掌 握 广 博 的业 务 

知识 和 先 进 的 科 学 技 术 ，而 且 更 要 有 基 本 的 人 文 精 

神 。1995年 3月 18 日第 八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三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 民共 和国教 育法》以法 律的 

形 式 规 定 ：“教 育 必 须 为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服 务 ，必 须 

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 ，培 养德 、智 、体 等方 面全 面发 展 

的社会 主义 事业 建设 者 和 接班 人。”因此 ，教 育必 须 

注重 科 学 精 神 和 人 文 精 神 的 结 合 ，着 重 于 人 的 综 合 

素质培养 ，促进人 的全 面发展 。 

所谓科学 精神 就是人 的意识 对客体 的尊重 精神 

和追求精神 ，具体 表 现为求 真 、求 实 和求利 精 神 ，亦 

即意识对真 、实 、利 的追求精神 。而人 文精神是人 的 

意to,对主体 自身 的尊重精神和追求 精神。它具体表 

现 为 求 善 、求 美 和 求 自 由 的 精 神 。 其 核 心 应 当 是 主 

张 以人 为本 ，强调人 的价值 和尊严 ，重视对人类处境 

的 无 限关 怀 。 

从 二 者 的关 系 来 说 ，科 学 精 神 是 人 文 精 神 形 成 

的基 础 ，人 文 精 神 必须 建 立 在 科 学 精 神 的 基 础 上 ，这 

样 的善 、美 、自由才会具 体和真实 。如果人文 精神失 

去 了科学 精神 的真 、实 、利 ，就 会成 为一种 空想 。人 

文精神作 为科 学精 神 的灵魂 ，它应 该为 科学 精神 的 

发展起 着导 向的作用 。如果科 学精神放弃 了人文精 

神 ，人们就会沿 着科学精神 的内在逻 辑“真—— 利”， 

最终成 为只关心物质 利益 的“经 济 动物 ”，人 的本 质 

就 会 丧 失 ，人 性 就 会 泯 灭 ，社 会 就 倒 退 。 因此 ，科 技 

只能解决 是非而不能 给人 以价值 判断 。科技 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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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离 ，只 能 培 养 两 种 人 ，即 只懂 技 术 而 灵 魂 苍 白的 

“空 心 人 ”和 不 懂 技 术 、侈 谈 人 文 的 “边 沿 人 ”。 重 视 

科 学 与 人 文 的 结 合 ，已经 成 为 面 向 21世 纪 的人 才 培 

养 的 必 然 规 律 。 

二、工科教育科学与人文精神融合的现状及分析 

1、科 学 与人 文 精 神 融 合 的现 状 

工 科 教 学 内 容 大 多 为 专 业 技 术 知 识 ，专 业 学 科 

之 间 壁 垒 森 严 ，知 识 面 狭 窄 ，人 文 素 质 、人 文 精 神 严 

重 匮 乏 ，致 使 “以人 为 本 ”的人 文 精 神 的 缺 失 。有 关 

研 究 表 明 ：目前 ，众 多 工 科 院校 的 文 化 素 质 教 育 大 多 

停 留在知识层 面 ，在教 学过 程 中学 校 明显忽 略 了人 

文 精 神 的 培养 必 须 是 依 靠 熏 陶 ，依 靠 潜 移 默 化 的 影 

响 ；各 工 科 院校 特 别 注 重 培 养 高级 专 门 人 才 ，强 调 专 

业 技 术 知 识 的 教 授 ，而 忽 略 对 人 文 知 识 中 的 人 文 精 

神 的提炼 ，忽 略对学 生认 识世 界 的方法 和科 学 观念 

的 培 养 。 因此 ，学 生 的学 习 能 力 、分 析 和 解 决 实 际 问 

题的能 力 以及探 索 未 知 领 域 的 能力 明显 欠 缺 。 同 

时 ，工科专业 的学生普 遍地存在重专业 知识 、业 务能 

力 ，轻人 文 知 识 、人 文 精 神 的 一 种 倾 向 ，这 种 倾 向 不 

但 导 致 了 学 习 偏 科 ，而 且 也 导 致 了 大 学 生 心 理 和 思 

想 上 的 诸 多 失 谐 。 

1)技 术 万 能 

“学 好 数 理 化 ，走 遍 天 下 都 不怕 ”，是 许 多 进 入 理 

工 科 专 业 的 学 生 对 当 前 科 技 的 一 种 基 本 看 法 和 心 

态 。 因此 许 多 进 入 理 工 科 专业 的 学 生 对 当前 科 技 的 

发 展 关 注 相 当密 切 ，而 且 对 一 些 高科 技 也 有 涉 足 ，不 

少 学 生 关 注 科 技 的发 展 ，充 分 肯 定 科 技 的 作 用 ，却 不 

能 充 分 看 到 掌 握 与 使 用 科 技 的 人 的作 用 。他 们 精 通 

计算机 、互联 网 ，精 于 掌握 与开 发 电脑 ，而荒 于 以人 

文 的精 神 去 全 面 地 启 迪 与 培 养 自己 的 形 象 思 维 和 直 

觉 思 维 ，他 们 精 通 与 网 络 打 交 道 ，但 荒 于 同 人 打 交 

道 ，甚 至 不 谙 基 本 的人 情 世 故 。 

2)人生信仰缺 失 

由 于 崇 尚 科 技 ，人 文 学 科 的 教 育 就 相 对 有 所 忽 

略 ，特 别 是 改 革 开放 以来 ，国外 的 物 质 及 精 神 领 域 的 

意 识 形 态 不 断 地 涌 入 ，从 实 用 主 义 到 理 想 主 义 ，从 存 

在 主 义 到个 人 主 义 ，甚 至 还 出现 了拜 金 主义 等 ，使 当 

前大学生 的信仰 出现 了彷徨 ，甚至有 的被迷 失 ；并且 

由于大学生 的心 理 和思 想 的不成熟 ，这些 思想 信仰 

又 出 现 了不 稳 定 的 趋 势 ，随 着 各 种 社 会 思 潮 经 常 迁 

移 ，大 学 生 今 天 对 存 在 主义 崇 拜 之 至 ，明 天 又 对 个 人 

主义大感兴趣 ，更有甚者走人 了宗教和迷信 的歧途 ， 

手 里 捧 着 高 科 技 ，心 里 却 默 默 祈 祷 神 灵 保 佑 。 特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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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前 几 年 流 行 一 时 的 “香 功 ”、“法 轮 功 ”等 ，就 有 许 多 

大 学 生 ，甚 至 是 硕 士 、博 士 生 也 陷入 其 中 。 大 学 生 学 

习的是人类智慧 的精 华 ，信仰 、参与 的却是 愚 昧 、落 

后的封建迷信活动 ，人生信仰 的缺失 现象较 严重 。 

3)极 端 的 个 人 主义 

在 当代 大 学 生 中 以我 为 中 心 的 思 想 司 空 见 惯 ， 

缺 乏 与人 协 作 的 意 识 ，更 不 能 自觉 深 刻 体 会 “一 根 竹 

竿 容易弯 ，众 人合 伙 金 不 换 ”的 内涵 。他 们 自命 清 

高 、高 高 在 上 、无 所 不 能 ，听 不 了 不 同 意 见 。在 El常 

生 活 中往 往 习惯 于 被爱 的 包 围 ，而 不 屑 于爱 的 奉 献 ； 

热衷于指手 画脚、盛气凌人 的权 欲 ，而冷漠 于脚踏 实 

地 、亲 历 亲 为 的实 践 工 作 。 

2．科 学与人 文精神脱节的原 因分析 

工 科 大 学 生 心 理 和 思 想 上 的 失 谐 ，科 学 与 人 文 

精 神 的 分离 ，既有 历 史 的 原 因 ，也 有 现 实 的 问 题 。从 

历史 角度看 ，在我 国近代史上 ，由于长期的贫弱和帝 

国 主 义 列 强 的 入 侵 ，使 不 少 仁 人 志 士 遵 从 了 “师 夷 之 

技 以制夷”的思想 ，即追求“实业救 国”的理想 。新 文 

化 运 动 之 后 ，更 是 强 调 科 学 技术 的 重 要 性 。建 国后 ， 

又模仿苏联模 式 ，调 整 了文理 科院校 。这些 都使 人 

们 越 来 越 重 视 科 学 ，而 忽 视 了人 文 。改 革 开 放 后 ，面 

对 国 际社 会 的竞 争 ，我 国 的 教 育 出 现 了 许 多 急 功 近 

利 的做法 ，如 过分 强调 学 生 的成绩 ，而 对 其人 文 精 

神 、综 合 素 质 却 弱 化 和 忽 视 了 ，出 现 了 “分 数 就 是 代 

表 学 生 一 切 ”的 应 试 教 育 局 面 ，各 种 “考 证 热 ”、“过 级 

热 ”就是 实 证 。 

北 京 大 学 的 钱 理 群 教 授 就 认 为 这 种 科 学 与人 文 

分 离 的现 象 是 一 种 倒 退 ，“不 知 从 什 么 时候 起 ，我 们 

把 ‘自然 科 学 ’理 解 为 一 种纯 粹 的实 用 知 识 。 由 此 产 

生 的 自然科 学 与 人 文 科 学 之 间 的分 离 ，引 发 出更 为 

严 重 的 后 果 ：一 方 面 是 自然 科 学 精 神 的失 落 ，从 事 自 

然 科 学 研 究 与 开 发 的 知识 分 子 与 青 年 学 生 越 来 越 远 

离社会文化思想 的创造 ，导致 自身 的工具 化 ；另一方 

面 ，从事人文科 学与社 会科 学研 究 的知识 分子 与青 

年学生逐步成为 ‘科 盲 ’，而 自然科学 资源 的缺 失 ，又 

决定 了 我 们 所 进 行 的 人 文 科 学 和 社 会 科 学 的 研 究 ， 

先 天 就 是 跛 足 的 。”我 国著 名科 学 家 钱 学 森 曾 十 分 明 

确 的 指 出 ：“科 学 家 的知 识 结 构 中 应 包 括 艺 术 。⋯‘科 

学里 面有 美 学 ，搞 科 学 同样 需 要 灵 感 ，而 我 的 灵 感
， 

许 多 是 从 艺 术 中 悟 来 的 。”因 此 科 学 技 术 改 变 着 世 

界 ，改变着人类 自身 和人们对于世界 的认识 ；人文却 

使 人 们 开 阔 视 野 ，解 放 思 想 ，升 华 境 界 ，并 推 动 着 科 

学 的 发 展 。 

http://www.cqvip.com


工科教育凸显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三、加强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教育的对策 

实现人 文教 育和科 学教 育 的融合 ，需要 从多方 

面入手 ，对工科专业 的学生 而言 ，结合专 业课 的教学 

进行 人文教育是非 常重要 的方面 。其 中主要包 括 以 

下几个方 面 ： 

1．融科 学 史教 育 于专业课 

培根说 过 ：“读史使人 明智”。可 以说 ，研究历史 

具有 一种永恒 的魅力 ，可以激 发人们无穷的兴趣 ，继 

而激发人们 大展宏 图 ，而历史 的魅力在于思接千载 ， 

视通万里 ，千姿百 态 ，令人 消魂 ，极 大 地激发 人们 的 

想象力 ，感受探 幽索奇 的喜 悦 ，总之 ，通 晓历 史可 以 

使人“究天下之 际 ，通古今 之变 ，成一家之言 。”因此 ， 

教师在讲授 专业 的 同时 ，可引 入学科 专业 中所 含 的 

丰富的人 文知识 和人 文精 神 ，将 其 与人 类 的发 展及 

人类 的生存 环 境 相 联 系 ，扩 展课 程 的深 度 和广 度 。 

如介绍学科发 展 中的典 型人 物和 事迹 ，鼓 舞学生 树 

立远大抱负 ，树 立献 身科 学事 业 的高贵 品质 。如 牛 

顿从苹果 落地 的 日常现象 中 ，反复琢磨其 中奥妙 ，以 

致 于引导研究 成功 了地 球 的万有 引力 ，开 创 了经典 

力 学的新纪元 。再 如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为捍卫真 

理 ，反X,-j"神权 ，义无返顾 地献 出宝贵 的生命 。从这些 

具体的优秀科学 家献 身真 理 的感人 事迹 ，以激发学 

生崇 高的正义 感与 社会 责 任感 。此外 ，介绍 学科 中 

与当前 国计 民生密切 相关 的知 识 ，以激 发学 生献 身 

于造福人类 与社 会 的热 情 ，树立 人类 、自然 、环境 相 

统一 的资源 可持续利用 的现代 发展 观。 

2．工科 专业教 学强化辩证 思维 

恩格斯 曾指 出 ：“辩证~ x,-1-／4-天的 自然科学来说 

是最重要 的思维形 式 ，因为 只有 它才 能 为 自然 界 中 

所发 生的发 展过程 ，为 自然界 中的普遍联 系 ，为从一 

个研究领域 到另一 个研 究领 域 的过渡 提供类 比，并 

从 而提供说 明方法 。”辩证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的 

理论 基础 ，它对 大 自然 、人 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研究得 

到 的结论 是普遍 真 理 ，具有 普遍 的指 导意义 。例 如 

经典热力 学把各种 系统 区分 为 孤立 、封 闭和 开放 系 

统 。所谓 开放 系统 ，就是 与外界 既有 物质交 换 、又有 

能量 交换 的系统 ，对于生物 系统 和社会 系统 而言 ，还 

包括信息 的交换 ；而 同外 界 只有 能 量交换 而无 物质 

交换 的系统称为封 闭系统 ；同外界 既无 能量交 换也 

无物质 交换 的系统 称为孤立系统 。按照热力 学第 二 

定律 ，孤立 系统 的 自发演 化趋 向最 终结果 必然 是无 

序 ，即达到熵最 大。一个 系统要想维 持 ，形成并保 持 

有序 的结 构状态 ，必须不断从外部 (环境 )引入物质 、 

能量和信息 的“负熵流 ”，并 不断排 出其 “代谢 ”产物 ， 

“吐故 纳新”。热 力 学 中同样认 为 ，系统 的状 态 又有 

平衡 和非平衡之分 。所谓平衡 态是指构成 系统 的组 

分要素在物质能量 或信 息上呈现均匀 、无差异状 态 ， 

这样 的状态在结 构 上最无 序 、也 是无 活力 的。而非 

平衡状态则是有差 异 、分布不 均匀的 ，系统的有序结 

构 只能产 生在非 平衡 状 态下 。对 于我们 “个 体人 ”， 

同样是一个完完 整整 的生物 系统 ，要 保持 其 活力 和 

有序 ，必须具有 一个开放 的头脑 ，除 了必要 的能量 与 

物质 交换外 ，还 要保 持与周 围环境 即 自然界 或社 会 

的广泛接触 ，吸纳各种有用 的信 息和知识 ，并要特别 

注重异质知识 的补充 ，这样就有利 于“代谢 ”和“吐故 

纳新”，即有利于 固有 知识 系统 的失 稳 ，从 而为 新 的 

设想或思路 提供条 件 。一般来说 ，同类知识 、相 同的 

观点 积累得越多 ，传统 的系统就越稳 固 ，新 的思想 就 

愈难产 生 。 

总之 ，教 师通过课 堂巧妙地 融入辩 证法思想 ，学 

生接受 的不仅仅是 专业 科学 知识 ，而是对 辩 证法 思 

想 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这种将科学性 与思 想性 的结 

合 ，将 十分有 助于学 生在 接受 自然 科学 的过 程 中逐 

步建立科学 的世界 观和 方法 论 。当然 ，这个 过 程对 

学生而言将是充 满 了启迪 与感 悟 ，使 学生 能 自我 理 

解 ，自我感悟 ，自我反省 ，教师将 以 自己的体验 、感 悟 

与学 生达到心灵的沟通 ，灵魂 的碰撞 ，从 而提升人 文 

精神 教育的实效性 。 

3．引导学生从 科 学中感悟人 生 

亚里 士多德 曾记载 ：“数 乃7Y物之 源 ，音律 的变 

化与比例可由数来计算。”目前 。随着现代科学不断 

走向深层的探索 ，科学与艺术、科学与美 的问题也越 

来越引人注目。在 日常生活中，科学与艺术相融，例 

如智能 电器 、仿真 玩具 、计算 机 音视 频 、三维 动 画 等 

计算机技术 目不 暇接 ，它们无 不充 满 着科 学 的精妙 

和艺术的和谐。科学也是一种艺术 ，因为在科学家 

看来 ，一切 寻找 真理 的道路 ，都必 须 以美作 为 路标 。 

李政道就认为，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 与智慧和情感 

的二 元性密切关联 的。伟 大艺术 的美学鉴赏 和伟大 

科学观念 的理 解都 需要 智 慧 。但 是 ，随后 的感 受 升 

华和情感 又是分 不开 的 。没 有情 感 的 因素 ，我们 的 

智慧能够 开创新 的道 路 吗?没有 智 慧 ，情感 能够 达 

到完美 的成果吗 ?它们很 可能是确实不 可分的 。如 

果是 这样 ，艺术 和科 学 事 实 上是 一 个 硬 币 的两 面 。 

因此 ，教师在进行 专 业教 学 中应 注重 结合科 学 教 育 

进行美 育。对 于任 何事 物 或现 象来 说 ，自然界 中总 

是有 着更理想 的存 在 ，从某种 意义上讲 ，追求科 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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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善 就 是 追 求 理 想 的 完 善 ，而 这 些 完 善 的 理 想 就 是 

一 幅优 美 和谐 的 图 画 。所 以 教 师 在 教 学 中要 善 于 挖 

掘 科 学 中美 的 因 素 ，并 通 过 主 动 演 示 ，真 正 地 展 现 在 

学生的 眼前 ，让学生体验美 ，并从这种体 验过程 中感 

悟人生 。我 国学者 王 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一段格 

言 ，极 好 地 描 绘 出 了 这 种 体 验 与感 悟 ：“古 今 之 成 大 

事 、大学 问 者 ，必 须 经 过 三 种 之 境 界 ：‘昨 夜 西 风 调碧 

树 ，独上 高楼 ，望尽 天涯 路 。’此第一 境 也。 ‘衣带渐 

宽 终 不 悔 ，为 伊 销 得 人 憔 悴 。’此 第 二 境 也 。 ‘众 里 寻 

她 千 百 度 ，回头 蓦 见 ，那 人 却 在 ，灯 火 阑 珊 处 。’此 第 

三 境 也 。”这 段 蕴 含 哲 理 的文 字 ，道 出要 成 大 事 ，首先 

高 瞻 远 瞩 ，认 清 前 人 和 自 己 要 走 的 路 ，其 次 要 在 攀 

登 、拼 搏 的 过 程 中有 坚 忍 不 拔 的意 志 ，最 后 在 经 过殚 

精竭虑 ，苦苦寻觅后 ，终成正 果的顿悟和喜悦 。 

4．强化教 师 自身素质 ，切 实做 到为人 师表 

1)教 师 要 有 良好 的 师 德 

教师要有“育人 ”的强 烈使 命 感和 责任 感 ，将 自 

己 的 言行 作 为 教 育 、影 响 学 生 的 特 殊 教 材 ，“授 业 ”与 

“传道 ”并举 。 因此 ，无 论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还 是课 堂 

外 ，教师都应具有 民族 自豪感和爱社 会 、爱 国家的积 

极 向上 的思 想 ，无 声 而 真 实 地 以 自己 严 谨 的 治 学 态 

度 和 良好 的 生 活 习惯 影 响学 生 。 

2)教 师 要 有 扎 实 的业 务 功 底 

教 师 除 了 对 本 学 科 要 有 深 入 了 解 ，熟 悉 学 科 精 

髓 、学 科 前 沿 外 ，还 要 有 一 定 的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人 文 

科 学 的基 础 ，这 样 才 能 透 过 现 象 看 到 蕴 含 在 学 科 内 

容 中 的 思 想 内涵 ，自觉 运 用 唯 物 辩 证 观 点 分 析 、研 究 

和解决 问题 ，从而将科 学性和思想性 相融合 ，使 学生 

在接 受科技 知识的过程 中 ，获得 丰富的思想。 

3)教 师 要 研 究 教学 方 法 

教 师 要 根 据 学 生 情 况 、现 有 教 学 条 件 及 教 学 的 

目的 和 任务 ，将 各 种 教 学 方 法 、手 段综 合 运 用 。 原 苏 

联教 育家巴班斯 基指 出 ：“教学方 法的最优化程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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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最 重 要 ，也 是 最 困 难 的 问 题 是 合 理 地 选 择 各 种 

教 学 方 法 并 使 之 达 到 这 样 的 结 合 ，即在 该 条 件 下 ，在 

有 限 的 时 间 内 获 得 最 好 的 教 学 效 果 。”因 此 ，应 首 先 

学会评 价每一教 学方法 有利 与 不利 的方 面 ，并 在教 

学 实 践 过 程 中 ，逐 渐 积 累 和 创 造 综 合 地 使 用 各 种 教 

学 方 法 的经 验 。 

四、结语 

著名 教育学 家徐 特立 曾指 出 ，教 师如 果只传 授 

点 文 化 科 学 知 识 ，而 忽 视 培 养 方 向 ，这 样 的教 育 是 失 

败 的 。所 以古 今 中外 的 教 育 家 无 不 重 视 教 书 与 育人 

的有 机 统 一 ，对 于 212科 教 学 而 言 ，就 是 将 “科 学 ”与 

“人 文 ”相 融 合 ，在 科 技 教 育 中贯 穿人 文 教 育 ，使 学 生 

凭临科 学 的海 洋 ，凝 神 观 照 ，心 中荡 漾起 无 限 的 喜 

悦 ，于是 孕育出无数 的优美崇高 的理 念 ，得 到丰 富的 

哲 学 收 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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