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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美国高等教育 50 年回顾与展望 

问题一：过去 50 年，高等教育的最大变化 

在回顾美国过去 50 年的巨大变化时，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变化被人所提及。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于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资助；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度提高；

平权运动推动了校园的多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教师队伍的变化，

从研究生到临时讲师到兼职教授到博士后教师，他们越来越担当起教学的重任；

新自由主义的出现给高校带来了诸多变革；高校的发展与扩张使得高校更加开放，

无论收入、年龄与种族，都可以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改变了人们对高校群体

的认识；网络学习是近十年来高等教育领域中最值得关注的巨变等。 

在这些答案各异的回答中，有三个方面或许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

现如今青年学子只剩下两条道路：不是参军就是上大学，未来的路似乎变窄了。

其次，高校学费飞涨是近 50 年来最具负面意义的发展。最后，上公立大学与私

立大学的比例差距在继续拉大。 

问题二：公众对于高等教育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众多学者对于公众之于高等教育的误解归结为如下几种：高等教育不过是一

个短期的、仅对个人和所在州带来经济效益的行为；在很多事情上，公众往往会

让高校承担他们事实上难以承担的责任；大学不过是一个人在 18 到 22 岁时，人

生中的一个四年“假期”而已；人们总认为高等教育花费过于巨大；人们一直以

来都认为高校依旧是象牙塔，他们都是封闭的堡垒，与社会没有瓜葛，也对社会

没有贡献；在人文教育与实用教育之间存在着虚假的二元对立；人们会认为，顶

尖高校就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代表。 

问题三：学术界对高等教育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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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同样对高等教育有诸多的误解，包括以下一些内容：教师们总是相信

他们的责任仅限于他们所从事的具体学科领域，而不是应该对所服务高校的全面

教育目的以及学生更广泛的需求承担责任；学者们认为不需要向社会证明自己的

价值，也不需要提高自身的价值；有些学者在教书时，把自己的工作当成是要把

自己的学生培养成像他们那样的教授。实际上，这是对高等教育目的与潜能的一

种狭隘理解；高等教育与其他领域有所不同，因此，应该区别对待，因为它有自

身的内在逻辑不会完全按照能够改变世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力量去运行。 

问题四：如果家人想成为学者，你有何建议 

最简洁的回答是：家中有一个学者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回答是：不要做学

者。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或助人的职业。有一位知名的人文学者更是对这个问题现

身说法：如果我的儿子要步我的后尘，我就跟他断绝关系。如果他真的想进学术

界，他必须选择自然科学才行！当然，也有人很严肃的回答这一问题。最大的问

题与家庭成员无关，而是与高校能否把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学术界有关。

也有学者对这一职业充满热情。有人说，如果你真的对教学充满了激情，那就不

妨全心全意地去拥抱这一激情的职业吧。 

问题五：你对未来 50 年的乐观态度从何而来 

在回答“到 2066 年，今天高等教育哪些非常重要的现象有可能会消失？”

时，每个人的答案也各有不同。有人认为，当今热炒的 MOOCs，到 2066 年就

会成为博士生笔下的学术考古论题，因为人们对它已经一无所知了；有人认为我

们今天过分强调 STEM，而 50 年后人们会重新重视哲学、文学、艺术与历史；

有人认为兼职教授队伍会消失，高等教育会重新思考教师的角色，也会产生新的

教师模式；到 2066 年，人们就不会再谈论“全人教育”，它早已是整个高等教

育的一部分了；有人提出，数字化网络学习的引入，将成为高校教学的重要方法。 

在回答何以对未来充满乐观态度和信心时，几乎毫无例外，人们都提到了学

生。正如有的人所说：“当我一走进教室，就会感受到学生的活力，特别是看到

学生急于去解决那些似乎是棘手的社会问题时，我就会备受鼓舞。他们如此开明，

既反躬自问，也评判世界，把过去并不经常拿来讨论的那些传统话题、论题以及

学科放在一起加以深入讨论。可以说，来自充满活力的课堂那令人振奋又予人启

迪的美好，可能就是人们能够在学术界找到的最接近神圣的空间了。” 

(摘编自 2016年 12月 22日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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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西安交大推出人才培养重大改革：成立本科生院、钱学森学院 

24 日，西安交大本科生院、钱学森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正式成立。本科生

院重组优化了本科生培养管理和服务机构，建立健全“校、院、系”三级教学责

任体系，夯实大学教育的基层“教学细胞”，以全面提升本科教育教学核心竞争

力。钱学森学院由中国航天系统相关研究院和西安交大共同推动校企合作，致力

于为国家培养拔尖航天人才。以钱学森科学精神和教育思想为指引，专注本科教

学，实施跨学科通识教育，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创造不设“天花板”的成长空间。

学校还与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投资服务联盟签约共建创新创业学院，联合推动高校

双创教育工作。 

（摘编自 2016 年 12 月 24 日西安交通大学新闻网） 

电子科大获批共建首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复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政

府治理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电子科大是该实验室排名首位的共建单

位，也是目前为止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系列里面第一个高校单位。据悉，该校

将围绕如何高效运用政府数据，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迫切需求做重点研究，参与

建设政府治理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平台，支撑开展政务数据融合与分析、政务数

据共享与开放、政务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智能决策与仿真推演、政府权力数据

追踪溯源、风险分析与预测预警等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化，并与其他合作单位共同

建立成熟的政务大数据应用仿真实验平台。 

（摘编自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中国科学报） 

【高等教育评估】 

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发布 北大居首 

23 日，人民网推出了首个教育类榜单《2015-2016 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

榜》。结合教育部权威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围绕高校媒体影响力、新媒体影

响力、网络舆论影响力、科研影响力、校友影响力、入选世界高校排名等六个维

度，对 126 所部属重点高校及地方重点院校社会影响力进行评估。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分别位于排行榜前 10。同济大学位列第 11 名。 

（摘编自 2016 年 12 月 23 日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