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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竞争环境需要有竞争性文化,而竞争性文化的培养关键在教育。 从当前国际先进的工程教育

理念 OBE 和 CDIO 的标准要求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OBE 与 CDIO 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仅作为一种价值观培养,也作为能力来培养,具有“技” “才”的特

点。 剖析了古代的“德”“才”观与用人观,提出应把握立德树人的完整之意。 以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

心,探讨了“内倾”
 

“外倾”文化的特点和中华文化的特点,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讨论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

发展。 指出应“内倾”“外倾”文化并重,特别是在竞争环境下,不仅要重道德,也应重技艺,培养德才兼

备之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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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并提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既指出了价值观的导向在国家中的

重要性,又提出了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 陈宝生

部长指出“教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必须进一步发挥教育

‘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需要的教育体系,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 [1] 。 立德树人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关系

着其发展方向及方法等根本问题,需要完整、准确把握其内涵。 以 OBE 理念形成的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标准与 CDIO 标准及教学大纲均对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提出了要求,它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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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育专业理念之一,也反映了西方文化的某些特征。 在当今新科技、新产业不断涌现,全球化竞

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培养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

人文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无疑对我国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

一、CDIO 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的人文

社会科学内容要求及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CDIO 模式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基于成果导向的毕业要求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体现

如表 1。
表 1　 CDIO 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相关内容及要求

标准内容 CDIO 模式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的毕业要求

标 准 中 涉
及 的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素养要求

CDIO
 

12 条标准中,
 

2、3、4、6、7、9、11 共
7 条标准中明确提
出了有关人文社会
科学素养方面的内
容要求[2]

标准中关于毕业生能力要求的学习成果提出了 12 条知识能力与素质要求。 在这
12 条要求中,有第 3. 3、3. 6、3. 7、3. 8、3. 9、3. 10、3. 11、3. 12 共 8 条涉及人文社会科
学方面的素质要求。 标准中规定,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含外语)至少占
总学分的 15%。 标准中除毕业要求外,其他 1、2、4、5、6、7 等相关内容也有涉及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方面的要求

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的毕业要求与 CDIO 教学大纲及标准对比,可以发现其要求是相通的,且高度一致。 CDIO
教学大纲分四大部分,除第一部分技术知识和推理没有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外,其第二部分个人能力、职业能力和
态度,第三部分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工作和交流,第四部分在企业和社会环境下构思、设计、实施、运行系统中都有大量
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的要求[3]

　 　 对标 OBE 理念下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及 CDIO 标准发现,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和专业介绍》中仅介绍了工程基础类课程、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类课程,约占总课时的 40%,

实践类课程约占总课时的 20%,其人文社会科学类要求也仅在培养要求中笼统提及,没有清晰的内

容及目标。 工程教育类专业本科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基本为各大学课程计划中的通识教育

课,代课教师常常为通识教育类教师,而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与工程教育专业相结合,人文社会科学

中的哪些内容应在工程教育专业中加强并未体现,处于似懂而非懂、似清非清状态,如何与工程教

育类专业相结合基本上鲜有提及。

目前,我国工程教育专业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大多数相当于“德”方面的教育,而工程教育认

证标准及 CDIO 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不仅具有“德”的特点,更具有“才”的属性和“技”的特征。

以 CDIO 教学大纲第二部分 2. 4 个人能力与态度中 2. 4. 1 主动性与愿意承担风险一节中包含的内

容可见端倪:主动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机会;讨论一个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解释启动项目的

方法和时机;以适当的行动展示开拓新生事物的领导才能;采取明确行动,作出结果,总结工作。 2.

4. 2 执着与变通中包含以下内容:有自信、有激情、热爱事业;强调努力与紧张工作,关注细节的重要

性;展示具有应变能力;愿意并且能够独立工作;愿意与他人合作,考虑和接受各种观点;能接受并

正面对待批评;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工作。 2. 4. 3 创造性思维中包含概念化和抽象化能力;具有综

合和通用化能力;解释发明过程;讨论创造性在艺术、科学、人文与技术中的作用。 2. 4. 4 批判性思

维中包含分析问题;选择逻辑论点和解决方法;评价支持证据;找出有矛盾的观点、理论和事实;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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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逻辑谬误;验证假设与结论。 在 CDIO 第三部分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工作和交流中,组建有效的团

队应包含了解团队形成的步骤和生命周期;解释任务和团队工作过程;分清团队的作用与责任;分
析每个成员的目标、需求和特征(工作风格、文化差异等);分析团队的强项和弱点;讨论团队工作在

保密、问责和主动性方面的基本规定[4] 。
由此可以看出,OBE 与 CDIO 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仅作为一种价值观来植入,更是按一种能

力来进行培养,属于“技”“才”中的一种。 事实上,科学及工程领域中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本身是具有

“德”“智”或“德”“才”两方面的功能,也是个人素质和能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二、竞争环境下人文社会素养培养与“立德树人”完整之意

目前,我国工程教育人文社会素养教育主要体现在德育方面。 当然“立德”非常重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荣辱观、职业道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立德”的一部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个

人能力的重要途径,它涉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涉及教育的根本方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几乎所有成果都将“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仅视为一个德育论题[5] 。

仅从德育方面来研究“立德树人”显然不合适。 过去讲“又红又专”,讲德才兼备,“红”与“立德”有

异曲同工之处,而“专” “才”不仅指专业知识,还包含人文社会知识,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用的方

法等。
中国古代论及德才,司马光认为“才与德异”,将“聪察强毅”谓之才,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

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以至于德才至善无疑是最佳选择,即“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否则,才胜德

则有可能为非,德胜才甚至无才以及无才无德,虽不至于为非,对事物促进作用可能不大,并认为

“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
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6] 。 所以,我国古代用人标准更重视“德”的培养,而忽视“才”的教育。

如今,我国提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协调发展主要包含德才两方面,德才缺一不可,而智美等能

力的提升涉及人文社会知识等。 而 OBE 和 CDIO 教学大纲中强调的人际关系、团队知识、领导能力

等人文社会知识在我国工程教育中比较缺乏,且传授知识零散,系统性不强,特别是理工科教育中

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更是欠缺。 创造性思维和基于理性的批判性思维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原

动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是现代理工科教育所必须的。 司马光的用人标准虽有值得称道

之处,但完全采用此种方式培养人才值得商榷。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6] ,既重德又重才,甚至唯才

是举,无才之人同样误国。 事实上,人文素养中的“才”与科学技术知识一样,都具有中性的特点,关
键是由什么人掌握和应用。 清袁枚《咏史》曾对过分注重个人道德及自身修养而不强调竞争之法进

行嘲讽,称之为“意欲口打贼,贼闻笑不胜”,而梁启超“我欲青溪寻鬼谷,不论礼乐但论兵”之谈,更
可见人文教育不但要有德也要有才。

三、从中西文化看道德与功利并重的重要性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价值层次是文化的核心。 东汉恒宽在《盐铁论》中总结盐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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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指出当时治理国家存在“或上仁义,或务权利”两种价值观点,并以“周秦桀然,皆有天下而南面

焉,然安危长久殊世”,反映出了基于不同价值取向而采取不同策略的方针。 现代也有从价值观方

面论述东西文明的特点,林剑鸣从价值观的角度论述秦文化的特点,并以“内倾”“外倾”特征分析不

同文化文明的不同特点及基本符合东西文明的特征。 这种观点认为,“外倾”型文化具有积极、进

取、轻道德、重技艺(或曰轻伦理、重功利)的特质;“内倾”型文化则具有消极、静止、重道德修养、轻

技艺(或曰轻功利、重伦理)的特质。 考察西方的价值观,西方人讲天赋人权、讲个人权利,具有贵己

的特点(与中国古代杨朱的思想相近),其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自身的竞争能力或自身能力

的提高[7] 。 西方的贵己功利主义思想容易产生冲突,并讲究在冲突中战而胜之,明显具有“外倾”的

特征。 我国自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儒家从此成为中国统治思想的正

宗。 儒家讲仁义、孝道、讲伦理、克己、修身、讲立德,其所谓立德是指具有仁爱之心的圣人之德,提

倡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政治上实行仁政、德政,承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与制度,讲

礼教、讲秩序,主张个人修养,而罕言功利。 发展到后期主张“讲天理、灭人欲” “心即是理”,人皆可

以成尧舜。 而“仁者,爱人也”,仁德观念具有利他思想,而利他的观念明显具有集体主义特征,具有

“公”的特点,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仁德思想也带有人类对美好的希

望和理想追求,而仁政的实施具有普惠意义,具有关心弱小、和谐共处的特征,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教、佛教文化也都明显具有内倾倾向。

然而,内倾型特征并不能涵盖中华文化之全部,儒家及诸子百家产生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

环境之中,正是基于对残酷竞争会危害社会产生的反思,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

现了儒家和墨家思想;同时,正是基于现实竞争的残酷,产生了兵家、纵横家、法家等思想。 管子非

常重视“德”的培养,在他的政治实践中具有非常功利化的倾向。 后人刘向曾评价:其书曰“仓廪实

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下令犹流水之原,令顺人心。

故论卑而易行。 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贵轻重,慎权

衡” [8] 。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

骈贵齐,阳生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而司马谈在《论六

家要子》中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

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也从不同方面肯定了各家不可废的一个方面。 自秦汉以后,儒道与诸子

分家,儒家学术为当权者所重,其以优越的成绩表现在中国社会政治之间,尤其是秦政之失,贾谊在

《过秦论》中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对极端功利主义的秦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都非常强

调德政及仁义道德的建设。

过分强调德和内修而不注重功利,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在我国古代每逢乱世,常常是道家、

兵家、法家等讲权谋功利的人掌握拨乱反正之机枢。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强盛的朝代无不是仁义与

功利并用,即所谓“内用黄老,外施儒术”。 秦汉唐等文化无不具有外倾的特征。 宋明朝之所以弱

小,就是内倾特征特别明显而不注重功利外倾产生的不良后果。 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精神提出变法的王安石也因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而失败,最终使追求稳定偏于苟安

的宋朝灭亡。 清后期之所以衰亡,与不睁眼看世界,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不重视外倾性文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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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无关系。

同时,功利竞争性文化出现使其注重追求技能及争取取胜之道,使得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日趋成熟,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哥白尼日心说、伽利略比萨斜塔试验就是典型的例证。 儒家为

了说教而厚古薄今,爱君子小人扣帽子,爱在自己思想里自嗨,不爱探讨自身以外的世界,当然也有

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之一。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院士认为,“中

国传统文化里,传统士人、知识分子虽然强调慎思、明辨,但更多的是在‘适应’,强调‘适应’某种现

实。 有人比较了西方理性主义和东方理性主义的区别,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是‘入世而不属世’,始

终和社会保持一种张力,对现实社会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东方的知识分子是‘入世而属世’,对

现实世界更多的是‘理性的适应’。 ‘理性的征服’和‘理性的适应’的确是有差别,受传统文化的影

响,我们自觉不自觉更多的是‘理性的适应’,欠缺批判精神。 这不仅是社会领域,在科技领域里也

是一样” [9] 。

四、马克思主义思想下的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

虽然中华文化具有多样性,但以孔孟之道为经典的儒家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

核心地位。 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认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

外侮。 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在此环境下易形成中国传统文

化的“内倾”现象,它与中国长期处于大统一环境且缺乏有力竞争者有关,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

传统文化进行重建。

新中国建立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它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产物。 利他、扶助弱小、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

好理想,也与儒家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 利他、仁爱思想、民为邦本、和而不同、大一统思想、天下为

公与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

着天然的联系。 而梁启超认为,孔孟之道是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10] 。 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部分。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也是从血与火的残酷斗争

中取得的,既有崇高的理想也有现实需要的冷静考虑,体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本身就具有功利性

特点,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地革命运动等;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

实事求是、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等思想无不体现马列思想与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邓小

平理论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无不体现既有理想光辉又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现实考量,本身就是批判

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杰作,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和发展。 我国早已实现了平等和自由,

儒家所强调的君臣父子等级关系早已不存在,君子小人等帽子也早已扔进历史垃圾堆,而具有崇高

的理想、舍身取义,领导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为天下做出榜样,这些都是我们

对儒家思想批判地继承,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适应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和改革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实现共产主义、人人富裕、平等的崇高理想,同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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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斗争的哲学。 它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它也是一种方法论,也有在复

杂环境下进行斗争的特点。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借鉴一切先进文化、具有适应时代竞争力

的人文文化,是当今环境下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且理想、道德与竞争力缺一

不可,二者都要重视,不可偏废。

所以,我们在思想建设中应实事求是,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文明成果,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上

的社会主义新“德”“才”观念,既要重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建设,又要重视技艺培养,包括如何适应社

会的人文素质技能培养。 我国推崇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人才,讲德才兼备,讲又红又专,二者缺一

不可,不能偏废。 这才是立德树人的应有之意。

五、结语

毛泽东主席在《贺新郎·读史》中曾对变革时代有过深刻的概括,“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

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同时,毛泽东主席对儒家思想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认为“五帝三皇神圣

事,骗了无涯过客”,“孔学名高实秕糠”。 然而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非常重视“德”的

培养,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都是不朽的经典。 他强调领导应

起模范带头作用,他自身的作风及家风无不是我们的表率。 如此,更可见德才并重的重要性。

变革竞争时代需要具有竞争力的文化,需要具备竞争时代的素质。 在竞争性文化中既要重德,

讲立德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发展,也需要重才,需要我们知己、知彼、知时、知势、知敬畏、知禁忌、知进

退、知方法,需要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获取竞争优势,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即所

谓“智欲圆而行欲方”。 让我们不要使“德”成为我们取得成功的行为束缚,而成为互相促进的力量。

如果仁义道德、世界观、价值观借用“德” 来表述,而将方法论等方面视为“术”,借用韩非子

“法、术、势”的观点,可提为“德、法、术、势”四方面功能。 “势”可以理解为客观存在的一切条件,那

么我们应该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中,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为了增强学生的竞争力及毕业能力,加

强“德、法、术、势”共同协调发展,既要强调“德”为“才”帅,也要强调为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术”的作用就是给学生传授真才实学,这正是目前大多数工程教育所欠缺的,也是目前在学生中出

现高分低能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德才兼备培养人,才是立德树人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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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needs
 

competitive
 

culture 
 

and
 

the
 

key
 

to
 

cultivate
 

competitive
 

culture
 

is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engineering
 

education
 

ideas
 

OBE
 

and
 

CDIO
 

standard
 

requirement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terac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re
 

analyzed.
 

In
 

the
 

ideas
 

of
 

OBE
 

and
 

CDIO 
 

the
 

knowled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not
 

only
 

cultivated
 

as
 

a
 

kind
 

of
 

value 
 

but
 

also
 

as
 

a
 

kind
 

of
 

ability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kill
 

and
 

ability.
 

The
 

ancient
 

morality
 

and
 

ability
 

concept
 

and
 

the
 

concept
 

of
 

employing
 

people
 

were
 

analyzed.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grasp
 

the
 

whole
 

meaning
 

of
 

moral
 

education.
 

Taking
 

values
 

as
 

the
 

core
 

of
 

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roverted
 

and
 

extraverted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Marxist
 

though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ere
 

analyz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both
 

introverted
 

and
 

extroverted
 

cultures
 

should
 

be
 

emphasized 
 

especially
 

in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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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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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orality 
 

but
 

also
 

to
 

skills 
 

so
 

that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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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oth
 

morality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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