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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复 旦大 学
2014 级新生开学典礼分为本

（专）科和研究生两场举行。
在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0
多名复旦大学 2014 级中外
本（专）科新生时，复旦大学
校长杨玉良的开学典礼致辞
充满了理想主义。他建议学
生们要“在复旦悟道”。“如果
学校的教育只是重视专业的
知识教育，而不重视德行的
培养，那么很可能培养的人
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
的祸害。”“伟大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指出，学生必须对
美和良好的道德有深切的感
受，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
生更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
的狗而已。”（澎湃新闻 9 月
13 日）

对于像复旦大学这样的
大学，确实应该对学生进行
通识教育，以能力而不是以
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否则，
学校就会沦为“职业 培训
所”。可是，大学不能只有这
方面的认识，而没有实际行
动。关于今天的办学，高校需
要反思两个基本问题，其一，
大学做好了对学生的专业知
识教育吗？其二，在专业知识
教育之外，大学从哪些方面
来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让
他们的德性和知识同 步发
展？在笔者看来，今天的大学
已经偏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的正道，导致通识教育缺失，
专业知识教育也没有到位。

教育有两方面基本价值：一是功利的价
值，给学生职业化、技能化的知识与技能教
育，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让学生获得
更好的工作机会、改善生活；二是非功利的
价值，给学生非职业化、非技能化、非功利化
的通识教育，完善学生的人格，让学生有更
健全的身心。目前我国的教育，首先存在功
利化的倾向，非功利的价值被淡化，甚至被
淡忘；其次，剩下的职业化教育内容，也在一
些大学，尤其是“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
院校里被边缘，在这些大学里，人才培养已
经让位于学术研究，并非第一位的工作。

因此，在大学校长感叹学校只重视专业
知识教育时，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调侃“何不
食肉糜”。此前，清华大学学生曾针对学校淘汰

“非升即走”的讲师而向学校请愿，得到舆论的
广泛支持，这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大学不重视人
才培养、不重视本科生教学的不满。在对本科
生的专业知识教育方面，我国大学普遍存在课
程陈旧、教材老化、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加之教
师不投入教学、不认真备课，不把学术研究中
取得的成果用到教育教学中，导致不少大学生
认为大学学习“学难致用”，“必修课选逃、选修
课必逃”成为大学一景。

本来，大学每位教授，包括院士都应该
给本科生上课，教育部也早在 10 年前就要
求高校建立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制度，可至
今这一制度在高校并没有切实建立。复旦大
学校长也曾在演讲中批评大学教授极为功
利———在 2010 年的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
坛上，杨玉良谈到，有些教师除了与个人科
研有关的文献外，少有时间读书，布置给学
生的学习资料，自己并未查证、读透，以致学
生抄袭也无从发现。有些教师不仅做不到学
问起点高于学生，连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也
不具备。如此师道，必然危害学生的成长。

专业知识教育没有做好，而非功利的教
育在大学里就更加欠缺了。在国外实行通识
教育的大学，做好非功利的通识教育，主要
有以下措施：实行完全学分制，给学生充分
的选择课程的空间，有的大学选修课高达
60%以上；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给本科生配备
导师，让导师指导学生的学业规划和人生发
展；完善寄宿制教育，把学生宿舍作为完善
学生的重要学习和生活空间，创造老师和学
生共同学习、生活的机会；推行学生自治，让
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同时在参与学校
事务管理、决策、监督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独
立意识、责任意识。

与国外大学这些做法相比，我国目前号
称实行学分制的学校，只是学年学分制，学
生选课空间很狭窄，必修课高达 80%，还包
括一些学生不愿意选修的课程。研究生导师
制因学生规模过大而出现导师不导的现象。
尤其是给本科生配备导师方面，大多数学校
只在学生作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期间，给学
生配备导师，可对于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有不少学生在就业压力之下，将其视为鸡
肋。寄宿制教育的价值在目前的大学里更是
难以体现。在实行货币化分房之后，教师大
都已经撤离校园，学生很难获得和老师共同
交流、生活的机会。学生自治，和学术自治、
教授治校一样，都在大学里很难推进。不少
大学的学生会组织，已没有学生自治的任何
色彩，只是行政的附庸，充斥着利益和交易。

大学校长应该对大学的教育现状有清
晰的了解，不能只是吐槽，而应该身体力行
地转变。校长要求学生不要只重视专业知识
教育，那么首先应该让学校充满人文氛围，
倡导通识教育，完善本科生学分制、导师制、
寄宿制，推进学生自治，至少应该把人才培
养作为学校的核心工作，把专业知识教育做
好，否则学校既没有通识教育，又无专业知
识教育，还能给学生什么教育呢？我国大学
教育的空心化，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
题，这迫切需要教育部门和大学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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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浙江工业大学与美国韦恩州立大
学合作开设了一门“跨文化工程问题解决”国际
化课程。本科生小张有幸入选其中，除了学会利
用跨文化、跨学科的基本工程原理，提升了创造
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他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收
获———终于敢开口用英语对话了。

在此之前，小张并不习惯用英语对话，遇到
类似场合总爱做“南郭先生”。可是，这次他“逃”
不了，因为全班仅有 30 个学生，中美各占一半，
每个人都要轮番到台上用英语作报告。

这项意料之外的收获在小张看来，得益于
“真正的小班教学”。

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印发了《高校课堂教
学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 年）》。根据该
计划，浙江省将积极推动高校小班化教学，不
断推动小班化教学在总学时数中的比例。那
么，对于即将或正在展开的小班教学，我们该
如何理解呢？

小班教学是什么

两名学生在讲台上一边操作三角形模型，一
边解析着勾股定理。台下十来个学生和教师围坐
成“U”字形，可以随时打断解析、提问题。这一幅
小班教学的影像来自于国内某中学的数学课。

实际上，在国内类似小张所处的本科生小班
课堂，并不能称之为常见。小班教学更多地存在
于基础教育中，用以弥补应试教育中满堂灌、互
动性差等不足。

然而，小班教学这一概念对于国内高校来说
并不陌生。

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
企孙主持下的清华物理系，一个班级的人数不得
超过 14 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
所不能学者”。

近年来，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均对小
班教学有所尝试，北大以优势学科经典课程为小
班教学的主要试点项目，川大强调大班授课、小
班讨论，实行 25 人的小班化精英教育。

而对于实施现代大学制度的西方高校而
言，小班教学的改革始自上世纪 80 年代，如今
已是极其普遍的做法。美国最常用的《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大学排名中，小班教学被
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成为其高校排名的

“敏感”话题。这里所指的“小班”人数通常限定
在 20 人以下。

上课人数较少固然是小班教学的特点。然
而，只是人数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计伟荣表示，小班
教学欲实现的是，以教师知识传授为主向以培养
学生能力为主的转变。换句话说，把班级变小是小
班教学的外在，其内在则是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变。

“把比较饱满的大班课堂改成小班课堂，小
班教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美国伦斯勒理工学
院终身教授杨英锐说，缺少互动性，选课人数本
身较少的课堂，在面积小的教室中开课，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带刺的玫瑰

师生在课堂上交流比较少，教学方式比较单
一，学生的选择性比较小……传统大班的弊病显
而易见。

慕课的出现即将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倒逼
课堂由知识传授转变为能力素质的提升。不具备
这一条件的课堂，未来将面临挑战。

几乎所有的教育人士都知道小班教学的好
处，但是它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芬芳诱人却
又让人望而却步。

计伟荣坦言，推进小班教学至少有三大难
点———师资不足、教学条件受限、教师小班化教
学能力不足。自 1999 年扩招以来，学生成 4 倍增
长，与此同时教师的增长仅为 1.8 倍左右，生师比
过高、师资尚不足。比之重点院校，地方院校小班
教学所需的教室、实验室更是明显不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作了一项“大学实施小
班教育的可行性研究”，调查显示实施小班教学
的费用是普通教学的 1.5 倍，按 5000 元至 6000
元计算一年学费，推行小班教育意味着每个学生
每年要加收 2500 元至 3000 元的学费。显然，从
经济可行性上来说，小班教学是一项重大挑战。

如果说教学条件受限等硬件上的问题，尚能
用拨款、涨学费等方式来解决。那么，像教师小班
教学能力不足这类软件上的难点，就不太可能在
短期内克服。

翻转式的课堂需要教师融入案例式、互动式
等多种教学方式。“‘从学校到学校’的新教师教
学方法、课堂管理经验不足，尚不足以挑起小班
教学的大梁。而对于老教师而言，他们经历了高
考恢复后的大班教育，所认可的是不开展小班教
育，也同样能把课上好。”计伟荣说。

观念的转变尚待假以时日，但在尚未建立现
代大学制度的国内高校，行政力量的推动也时常

“好心办坏事”。
在杨英锐看来，能否实行小班教学还应该考

虑不同的国情。在美国，实行小班教学有一个“不
能公开的秘密”———由于私立大学收取高昂的学
费，拉近师生的距离、开展小班教学，让学生、家
长有中产阶级的感觉，就变得有必要了。

然而，国内公立大学不光要承担教学、科研
任务，还肩负着稳定社会、兼顾公平的作用。“就
像高考暴露很多问题但依然无法取消的逻辑一
样，我们要客观地面对公立大学生师比高的现
实，有条件的课可以创造条件开设小班教学，条
件不足的课如果强推、强开，实际上是变相地向
国家要资源。”杨英锐说。

毕竟美国的小班教学也仅占 50%左右，行政
力量没必要为数字而努力。

研究生主导课程

面对诸多现实问题，小班教学的推进是否难
有突破口？

在实际推进小班教学过程中，解决生师比过
高、师资不足的另一个方式是让博士生、硕士生
担任助教，参与甚至主导小班讨论。

选拔这些博士生、硕士生，通常有两种途径。
一是学校向博士生、硕士生发出招聘助教的通
知，合格者参与到大班、小班中来；二是按课题组
构建，博士生、硕士生作为团队中的一员，由主讲
教师进行小班教学上的传帮带。

“关键在于，让不同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果
定位明确，的确会对小班教学起到积极作用。”计
伟荣说，比如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完全有能力

主导习题课的小班课堂。
杨英锐则认为，让博士生、硕士生主导小班

教学，并不是一个可取的做法。因为，“讨论的要
求比上大课的要求更高”。讨论不只要求教师熟
知内容，而且要求其见解深刻、反应迅速，“主持
者的水平、功力不够，讨论很容易流于聊天”。相
反，大课有作业、笔记等管理上的要求，更适合想
要有从教经历的博士生、硕士生学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补充
道，主持小班教学的人还要有争论的意识，在讨
论中引导学生去辨明真假，培养学生养成思考问
题的基本素养。“实际上，要求并不低。”

在他看来，以班为单位的小班教学，最容易
犯的毛病是流于形式。“高等教育从整体上来说
是办培训班的模式，而不是办大学的模式。无论
是教 1 个人，还是 100 个人，教师难改灌输知识的
毛病。”

小班教学之外，储朝晖的建议是，国内高校
可参考哈佛的选课制度，开设大量的课程供学生
选择，同时减掉不必要开设的课程，鼓励教师、助
教参与到学生的选课指导中，满足学生自主学习
的需求。由于分散了每堂课上课人数，最后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班教学的效果。

恢复教学生态

新生研讨课、专业课程、大类课程……有条
件开设小班课或采取“大班授课 + 小班讨论”的
课程，自然要鼓励。那么，大部分、没条件开设小
班教学的课程，又该何去何从？

在杨英锐看来，把小班教学的优点移植到大
班教学中，才是国内高校在实际情况下大范围创
新和努力的方向，而且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杨英锐在美国的课堂本学期为 19 人，而他
暑期在国内高校开课，中山大学为 150 人，北京
大学为 130 人，竟没有一个人打瞌睡。这其中不
仅有教学投入的因素，还有技术层面的秘诀，比
如教师上课尽量不用 PPT、麦克风，不允许学生
课上用电脑，要求学生每周交听课笔记。教师的
付出学生看在眼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课堂
气氛马上凝聚起来。

“事实上，中国在教学生态上的优良传统，
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然而，如今的教
学生态正在重科研、轻教学的氛围中逐渐被毁
坏。”杨英锐说。

要想恢复教学生态，他认为，相对于强调学
术自由的美国高校，中国高校更容易实现———
提倡从校长、党委书记等管理层到全体教师，坚
持一周听一两堂课，“听课不是指导他人怎么上
课，不是评估他人怎么上课，也不是监督他人怎
么上课，而是真正地当一回学生，管授课教师叫
一声‘老师’”。

学生能否听懂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形成
尊师重道的氛围，相比物质奖励它是更高的荣
誉，对鼓励学生认真听课是更好的表率。而听课
又恰恰是行政力量可以要求的事情，大大优于教
学评估、精品课程建设等要求。”杨英锐说。

小班教学的中国之路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把比较饱满的大班课堂改成小班课堂，小班教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缺少互动性，选课人
数本身较少的课堂，在面积小的教室中开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中国大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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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试点高考综合改革
9 月 4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选择上海市、浙江省开展高
考综合改革试点。9 月 19 日，上海市、浙江省两地
教育部门公布相关细则。两地的考查模式一致，
除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必考科目外，学生须自主
选择 3 门考试科目。英语测试也变为一年两考。
两地的新高考方案均将于 2017 年起实行。

新的高考方案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给予学
生“偏爱”的自由。以往硬性划分的文、理科分隔
就此打破，学生可在 6 至 7 门 （除思想政治、历
史、地理、生命科学、物理、化学外，浙江省考生的
可选科目还包括信息技术）科目中仔细斟酌，发
掘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所在。专家表示，片面的文
科或理科“专才”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高考改
革方案将有效改变学生选择性不够和过度偏科
等问题。与此同时，新高考方案对于录取批次的
改革，也赋予了高校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自由度更大的新方案也会给一些人带
来烦恼，比如那些对自己兴趣和喜好没有明确认
识的学生。毕竟，有许多“乖”学生具有较好的学
习态度，但习惯了被学校和老师安排好一切，如
今，突然把选择权交到他们手里，是否具有作判
断的能力和选择的魄力，对他们来说是个问题。

自由度更大的高考方案究竟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学生、老师乃至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机构
将会如何应对，让我们拭目以待。

华中师大为 名本科生
开设哲学专业

9 月 11 日，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
三学生杜嘉诚、李谦、张梦芹一起坐到了《中国哲
学史》课堂上。这是他们读大学以来真正意义上
的专业课。这是一个只有 3 名学生的专业，这在
华中师大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2012 年，华中师大实行政治学大类招生，招
生简章称，入学的新生大二下学期可自主选择就
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国际政治专业或哲学专

业。选专业时，专业大类中的 43 人仅有 4 人选择
就读哲学专业。而杜嘉诚等三人就是最终坚持要
读哲学专业的三人。虽然为三名学生开设一个专
业，需要投入的成本较大，但校方还是兑现了当
年写在招生简章里的承诺。

尊重学生的选择，兑现曾经给出的承诺，华
中师大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又是值得肯定和鼓
励的。的确，从校方需要投入的成本方面计算，为
3 名学生开设一个专业可以说是投入产出比不高
的做法，但华中师大的做法表明，即使是在教育
产业化、市场化的今天，教育也不应该是一件纯
粹计较投入产出的事情。给予学生自由，培育学
生成才，才是大学应该做的。

具体到这三名学生选课修学分的方式方法，
华中师大校方的处理也展现出了我国大学应有
的灵活性。根据该校规定，一门课至少要有 15 人
才会开课。在这种背景下，校方将哲学专业的专
业课程变成其他专业的选修课程，以增加课堂人
数。此举既保证了哲学专业的学生有课可修，也
充分利用了教学资源，让更多的学生可以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课程。

今年夏天，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的毕业生仅
有一人。从被网友热议的“一个人的专业”，到华
中师大仅有 3 人的哲学专业，高校能够不计较成
本，真正从学生兴趣出发办学，这种尊重学生、尊
重教育本质的做法令人欣喜。

岁院士演讲
学生台下打瞌睡

9 月 16 日下午，92 岁高龄的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得主吴良镛院士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
台上是 92 岁高龄的院士站立，台下却有学生
伏在桌上，呈瞌睡状。在相关媒体报道中，院士
和学生两张照片上下摆放，对比明显。一时间，
舆论哗然。

在这一事件中，首先引起公众注意的是学生
的态度问题。尊重师长是每一位学生都应当做到
的，尤其是当吴院士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演讲
时，少数学生的表现确实有令人诟病之处。“勿以
恶小而为之。”如果这些新入学的研究生们对这

一问题不加以足够的重
视，会给他们今后的成长
埋下潜藏的隐患。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虽然以尊重师长来
要求学生无可非议，但仅
以个别学生打瞌睡的表
现就引发对整个学生群
体的道德批判，也可以看
出社会对学生本身的不
信任。事实上，还原整个
事实的真相后，我们会发
现，对于学生，除了一味
的要求外，也应当给予他
们基于人性的体谅。

追 溯这 一 事件 的 起
因，我们看到，媒体的作
用不容忽视。如果媒体没
有故意放大讲者与学生
间的对比，这起事件也不会因为以偏概全而引
发争议。

这实际上提醒我们，在面对夸张过的画面
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选择立场进行抨击，而
是理智、客观地还原事实。另外，对于学生，我们
也要抱有基本的信任。

人致信教育部
呼吁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教师节来临之际，256 位来自国内外的高校
教师、学者和学生将两封公开信寄给厦门大学校
长朱崇实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呼吁彻查厦大性
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

《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同时建议
厦大率先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

据媒体报道，此次公开信中最主要的部分，
是通过参考各国和我国港台地区高校与学术单
位的相关规定，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所拟
定的初步政策与制度建议文本。其中，从性骚扰
定义到校园性骚扰的判定标准，从性骚扰举报制
度到调查判决和纠正措施制度，乃至防报复措施

和针对校内人员的性骚扰教育和培训，均有覆
盖。

一直以来，性骚扰行为在高校内虽然时有发
生，但因其特殊性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其中的
是是非非很难分辨，成为一个模糊地带。今年 6
月厦门大学爆出历史系博导吴春明涉嫌性骚扰
女学生事件。如今，已过去近三个月，但厦门大学
并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在于，我国高校对于性骚扰行为的定义，相关
教育、预防、治理等机制都是缺失的。

在高校中，老师与学生的地位不对等，相对
来说，学生处于弱势一方，教师对学生进行性骚
扰严重违反教师职业伦理，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
需要被保护。另一方面，随着一些校园性骚扰丑
闻的曝光，人们逐渐发现，有时教师也会被别有
目的的学生所利用。换言之，教师也需要在与学
生的交往中注意保护自己。因此，相关机制的建
立健全，不仅仅是为了人们通常认知上的保护学
生，更是给予教师和学生同样的规范机制，令师
生关系有一层健康的保护罩。

与国际接轨，有许多措施须斟酌我国高校的
实际情况。而这一次，在性骚扰防治管理方面，我
国应当也必须向国际看齐。 （韩琨）

92 岁院士演讲，学生台下打瞌睡。

上课人数较少固然是小班教学的特点。然而，只是人数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