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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向跨国并购的涵义与现状

跨国并购是指一国（母国）企业基于某种目的通

过取得另一国（东道国）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

份），对另一国（东道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一定的

或完全的控制行为。逆向跨国并购区别于传统意义上

的跨国并购，是指由不发达国家（地区）的企业向发达

国家（地区）企业实施的跨国并购行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越

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实施“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中国逆向跨国并购的案例屡见不鲜，最著名的

是联想集团收购ＩＢＭ全球ＰＣ业务和吉利控股集团收
购瑞典著名汽车品牌沃尔沃。

与绿地投资相比，跨国并购不仅可以获得目标企

业的技术、品牌、营销渠道、技术和管理团队，而且可以

迅速扩大市场和规模，控制投资风险。“十一五”期

间，我国跨国并购投资年均增长２９．６％。据摩根大通
的一项统计显示，２０１０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
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据清科研究

中心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中国海外并购案例数共计１１２
起，与２０１１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８％，其中披露金额的
有８８起，并购总额为２９８．２５亿美元，同比上升６．１％，
平均并购金额为３．３８９亿美元。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中国
企业海外并购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情况

年份 案例数 并购总额（美元）

２００６ ２０ ５８９５．３５

２００７ ３５ １２６７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３３ ８６８４．６８

２００９ ３８ １６０９８．９３

２０１０ ５７ １３１９５．０９

２０１１ １１０ ２８０９８．９２

２０１２ １１２ ２９８２５．２１

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目前，海外并购主要涉及两大领域，一是资源类并

购，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三大石化企业对境外

油气田权益的收购，以及国内矿产煤炭企业对境外矿

区权益的收购等。２０１０年３月，中石油联合壳牌以３５
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煤层气生产商 ＡＲ
ＲＯＷ能源公司１００％股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中石化全
资子公司出资７１．０９亿美元增资雷普索尔巴西子公
司，增资后持有该公司４０％的股权。二是家电、机械、
电信等优势产业的国内名牌企业，对国外同行业企业

的并购。据统计数据显示，从２０１２年完成并购交易的
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能源及矿业、金融业完成并购

交易数量位列前三，分别以４５０、３３０、２０７起占并购案
例总数量的１８％、１３％和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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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仍然是以大型、超大型

的国有垄断企业为主，如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网通、首

钢集团、中信集团等。这些企业成为跨国并购的先行

军和主力军，为跨国并购的发展积累宝贵经验。然而，

它们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政府的支持。进入２１
世纪，民营企业日益活跃在海外并购的舞台，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收购制造类、高科技类企业，甚至

涉足生产流程、品牌等无形资产。２０１０年４月，国内
最大的民营软件外包企业博彦科技集团全资收购了包

括生产 Ｉｐｈｏｎｅ、安致、黑莓等智能手机的美国 Ｅｘｔｅｎｄ
Ｌｏｇｉｃ公司。２０１０年 ８月，浙江民营企业吉利集团完
成对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沃尔沃轿车公司全部股权的收

购，总价约为１８亿美元。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统计

企业类型
案例数

（总）

案例数

（披露金额）

并购总额

（美元）

平均并购金额

（美元）

中央企业 ３５ ３２ ４４７３７．３４ １３９８．０４

国有企业 １０９ ８９ ２１２７０．９１ ２３９．１０

民营企业 １１８ ８３ １０５６９．０３ １２７．３４

未披露 ３ １ ２３５．８５ ２３５．８５

总计 ２６５ ２０５ ７６８１３．１６ ３７４．７０

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企业实力的不断增

强，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未

来几年必将保持高速增长。

二、文献述评

战略协同效应是企业跨国并购所追求的根本目

标。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包括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

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

跨国并购后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持有如下几种不

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并购能够使并购企业和目

标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产生协同效应。Ｃｈｕｎｇ和 Ａｌ
ｃａｃｅｒ（２００２）认为，跨国并购是获取创造性资产最有效
的方式，跨国并购不仅给并购企业带来名誉和声望，还

使得它获得并控制已有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等资源，进

入当地市场［１］。Ｂｒａｄｌｅｙ等（１９９８）认为，企业跨国并购
是为了实现协同效应，企业的并购能给并购后的企业

带来正的效应［２］。Ｂｅｒｋｏｖｉｔｃｈ和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１９９３）研
究表明，企业并购使得并购后的企业实现了协同效

应［３］。邵新建（２０１２）等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跨国
并购能够成功地创造协同效应［４］。刘文纲（２００４）研
究表明，无形资产的并购可以产生协同效应［５］。陈志

军（２００２）认为，协同效应是通过活动和资源的并联与
共享，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６］。

第二种观点认为，跨国并购使并购企业和目标企

业的竞争力减弱，没有产生正的协同效应。塞罗沃

（１９９４）研究表明，企业并购者获得的平均收益为
负［７］。冯根福和吴林江（２００１）研究表明，并购后当年
或次年实现了协同效应，但随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并

没有给公司带来持续的正效应［８］。张瑞稳和冯杰

（２００７）研究表明，并购没有产生正的协同效应［９］。徐

杰和陈琪（２００４），方芳和闫晓彤（２００２）研究表明，横
向并购的协同效应优于纵向和混合并购的协同效

应［１０，１１］。余光和杨荣（２０００）研究表明，并购后目标公
司的收益是正的，而收购方却难以获得正效益［１２］。

第三种观点认为，跨国并购后产生的协同效应既

可能是正效应，也可能是负效应。Ｊａｍｅｓ和 Ｊｏｈｎ
（１９９１）研究表明，并购后的协同效应既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负的，主要取决于双方共享的内容［１３］。

针对中国企业的逆向跨国并购，Ｗａｎｇ和 Ｂｏａｔｅｎｇ
（２００７）首次对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中国企业在９
个发达国家的２７起并购案例，认为中国企业的逆向跨
国并购为并购企业的股东带来的效益是显著为正

的［１４］。然而，有关中国企业在特定发达国家的逆向跨

国并购，现有文献并未涉及。同时，最新发布的一项调

查显示，目前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失败率高达七成。

鉴于此，本文拟对特定企业进行单案例研究，对秦川发

展在美国收购 ＵＡＩ的逆向跨国并购所产生的战略协
同效应进行具体分析。

三、研究设计

案例研究是结合市场实际，以典型案例为素材，并

通过具体分析、解剖，促使人们进入特定的情景和过

程，建立真实的感受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案例研

究有多案例研究和单案例研究两种。与单案例研究相

比，多案例研究的明显优势在于结论更加可靠、准确，

更容易导向定量分析，更有助于增加理解的多

样性［１５］。

虽然目前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的步伐在不断加

快，但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刚刚起步，而且跨国并购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因素多，需要的时间

长，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７０％的中国企业最终都以失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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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告终。因此，开展多案例研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和

挑战，故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通过对单个企业逆向跨

国并购的深入分析，总结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成功

的经验，为其他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提供借鉴。

秦川发展在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资源方面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成功打开了北美高端市场，不仅取得了丰

硕的经济成果，而且获得了许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跨

国并购经验。同时，秦川发展是一家上市公司，有关公

司的数据资料比较容易获得。因此，本文以陕西秦川

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资料收集方

面，本文采用企业访谈收集一手资料和企业网站收集

二手资料相结合的方式。

四、秦川发展的逆向跨国并购

（一）公司概况

秦川集团下属有１２家一级子公司和１１家二级子
公司，是以生产精密机床、机床液压件、机床铸件为主

的全国机械行业骨干企业。１９９４年被国务院确立为
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企业之一。

１９９８年，集团公司控股设立的秦川发展，发行了
１１０７７万股Ａ股股票，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０１年，成功实施债转股，中国华融、长城、信达、东方
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股，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

元化；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公司增资控股宝鸡机床，实现了
陕西省机床工具行业优势企业的强强联合和优势互

补；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公司注册资本７．５亿元，资产总额
达４２亿元，实现销售收入４７．５８亿元，实现工业总产
值４５．４１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８．３３亿元，实现利税
３．５５亿元，实现利润２．０９亿元；２０１２年达到年销售收
入１００亿元的产业规模，跻身国内装备制造业５０强。

（二）秦川发展收购ＵＡＩ公司
秦川集团的海外收购起意于２００１年。当时，秦川

集团的主导产品七大精密磨齿机系列已在国内占有

７５％的市场份额，但每年的出口却只有几十万美元。
秦川集团根据国内机床工具行业“低端混战、高端失

守”的情况，对集团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对企业的重

新定位。

（１）价值认定。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模
式，提升秦川发展的核心竞争力，２００４年６月秦川集
团决定由其下辖的上市公司———秦川发展以１９５万美
元收购ＵＡＩ公司６０％的股份。秦川集团在项目中放
弃了１００％收购，采取了“股份收购 ＋增资扩股”的并
购重组模式。在收购 ＵＡＩ的具体决策中，作为企业的

高层管理者要对此次收购行为进行准确定位，具体分

析两家企业在技术含量、销售市场、销售渠道、品牌等

方面的互补性及其成效。

（２）企业整合。跨国并购面临并购前后的企业整
合，包括并购风险和文化整合以及跨国管理三大难题。

具体为并购重组前的决策风险、并购重组中的交易风

险以及并购重组后的整合风险等三层面内容，即在并

购重组前决策风险的化解，在并购中交易风险的控制

以及并购重组后运营风险的防范。针对不同层次的风

险因素，秦川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来化解风险，确保

这次跨国并购项目的顺利、有效进行。

（３）发展战略。在并购 ＵＡＩ公司后，秦川发展又
向ＵＡＩ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作为后续发展的保障。
根据秦川发展的并购战略，并购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

的战略重点，因此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经营重点，具体

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主要是扩大企

业的经营规模，而不是盈利；中期目标是在扩大经营规

模的基础上适当盈利；长期目标是以提高企业绩效和

盈利为主。

五、结论

秦川发展并购 ＵＡＩ公司的案例表明中国企业逆
向跨国并购得以成功的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战略协同效应是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的关键。

秦川发展并购美国 ＵＡＩ公司，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外
先进的技术和经营模式，提高了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秦川发展将自己的优势与 ＵＡＩ的优势充分
结合，形成了战略协同效应。

其次，并购后的系统整合至关重要。秦川发展逆

向跨国并购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是，

并购完成后，秦川发展能够对其关键技术、管理人员以

及业务进行有效整合。

最后，企业文化的融合是跨国并购得以成功的保

障因素。在跨国并购后活动中，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

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何使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在

一起，是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的保障因素。秦川发展通

过“本土化”的经营模式，通过双方的互动，将秦川集

团的企业文化逐步渗透到 ＵＡＩ公司中，达到了文化的
很好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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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两个项目获批

２０１５年度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近日，陕西省２０１５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评选结果揭晓，根据《关于公布２０１５年度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结果的通知》（陕教高【２０１５】２１号），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２个项目获批立项建
设。获批项目分别为：杨健全教授主持的“独立学院经管类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和韩

红建副教授主持的“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立体化改革与实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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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陕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发展

魏昀妍，曹　悦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陕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长安就同诸多国家开展了在政
治、经济等方面的交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与发展，新丝绸之路的全面提出，这都使得作为自古至

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腹心”和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站在了内陆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位置，也给陕西带来新

的历史机遇，如何更好地参与其中，实现经济的发展是值得探讨的内容。通过对陕西自然、人文旅游、矿产能

源等资源基本优势的梳理，概括陕西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发展进程，浅谈未来的经济发展选择

方向。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基础；资源；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３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５０５

　　２０１３年９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宏伟设想，是中国站在全球经济繁荣的战略

高度推进中国与中亚合作跨区域效应的新举措，这也

必将为陕西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加快陕西经济的转型及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发展，认清资源禀赋基础、空间地理的优劣、历史文化

旅游等因素，发挥自身相对比较优势，更好地发展经

济。“一带一路”战略给陕西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一、陕西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与发展，新丝绸之路

的全面提出，这都给作为自古至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腹心”和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提供了未来经济发展

新的契机。认清自身的自然、地理资源，发挥自身相对

比较优势，更好地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

（一）陕西的自然资源基本情况

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一个地区

的自然资源越丰裕，则可供生产的原材料越充分。因

此自然资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产业发展

结构。

１．陕西的人文旅游资源
自然条件之所以较为复杂，是因为陕西地处中国

西北地区东部黄河中游，地域南北长约８８０公里，东西
宽１６０～４９０公里，土地总面积２０．５６万平方公里，占
全国土地面积的２．１％，其中耕地面积３９８．５万公顷、
园地面积８３．３万公顷、林地面积１１２１．１万公顷、草地
面积２８７．８万公顷。陕西森林面积８５３．２４万公顷，森
林覆盖率为４１．４２％，林木蓄积量４．２４亿立方米，南
部的秦巴地区是中国生物资源异常富集的地区之一，

该区共有药用植物２０００余种，占全国的４０％；高等植
物４２００余种，约占全国５２％；兽类和鸟类５００余种，约
占全国的３０％，动植物资源丰富，蕴藏着巨大的经济
开发价值。

水力资源可开发量为６６６．６６万千瓦，其中黄河流
域为２３４．０６万千瓦，长江流域为４３２．６０万千瓦（见表
１所示）。陕西境内丝绸之路旅游文化资源非常丰富，
涉及历史文化遗存，丝路历史文化名人、事件等，陕西

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
产的起点，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文化与区位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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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３年陕西省自然资源数据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３年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耕地面积 （万公顷） ３９８．５

　　园地面积 （万公顷） ８３．３

　　林地面积 （万公顷） １１２１．１

　　草地面积 （万公顷） ２８７．８

　林木资源

　　森林面积 （万公顷） ８５３．２４

　　森林覆盖率 （％） ４１．４２

　　林木蓄积量 （亿立方米） ４．２４

　水力资源（可开发量） （万千瓦） ６６６．６６

　　黄河流域 ２３４．０６

　　长江流域 ４３２．６０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目前陕西省内有世界遗产１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５处，自然保护区５处，森林公园１５处，地质公园３
处，历史文化名城６个；各类文物保护点３．６万处，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５００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５７处，位居全国之冠。毋庸置疑，旅游业也成为了陕
西优势突出的特色产业，仅２００７年，其旅游总收入达
到５０４．１亿元，在陕西省同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占
９．４％。极大的旅游开发价值使得陕西的旅游产业发
展有着很大的未来发展前景优势。陕西省着力“１６８”
旅游产品开发，“１”是强化和发挥西安旅游中心城市
的地位和作用，打造“最具东方神韵”的古都形象，“６”
是六大品牌旅游景区，“８”是完善总管全省的八条精
品旅游线路。

２．陕西的矿产能源
陕西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其矿产资源亦是

中国最富集省份之一，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储蓄量丰

富，主要的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列居全国前位，煤、天然

气、水泥用石灰岩、钼、汞、石棉、镁盐等（如表２所示）
都具有全国性的开发优势，铅、锌、铜、铁、石油等都拥

有省区开发优势。在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１５种支柱
矿产资源中，陕西的盐矿位居全国首位，煤、石油、天然

气、水泥用石灰岩均占全国第四，西部前列（如表３所
示）。

表２　２０１３年陕西省主要矿产保有储量

矿种 储量单位 保有储量 矿种
储量

单位
保有储量

钠盐 亿吨 ８８５５．３３ 铅
金属

万吨
１５９．４８

煤 亿吨 １６３９．６８ 锌
金属

万吨
３５０．６２

石油（剩余

可采储量）
万吨 ３３７１３．００ 汞 金属吨 １４９９．１９

天然气（剩余

可采储量）
亿立方米 ６６２３１．１４ 锑 金属吨 ２７５４７．４８

岩金 金属吨 ３２８．９１
水泥用

石英岩

矿石

亿吨
７６．８４

砂金 金属吨 １４．８２
玻璃用

石英岩

矿石

亿吨
１．８７

伴生金 金属万吨 ６．６８ 铁
矿石

亿吨
７．８２

钼 金属万吨 １０１．５１ － － －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表３　２０１２年陕西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前十位的矿种

位次 矿种 矿种数

１ 盐矿、水泥配料用黄土、片麻岩、透辉石 ４

２
煤层气、铼矿、毒重石、石榴子石（矿物）、海

泡石黏土等
９

３ 钛矿、锶矿、镁盐、高岭土、蓝石棉、蛭石 ８

４
煤炭、石油、天然气、钒矿、矽线石、重晶石、

长石、水泥用石灰岩等
１０

５
油页岩、岩金、化肥用蛇纹岩、石墨（隐晶质）

陶粒页岩
５

６
汞矿、铌矿、锗矿、伴生硫、石榴子石（矿石）、

石棉、饰面用大理岩
７

７
钼矿、磷矿、镍矿、冶金用石英岩、钛矿（原生

钛［磁］铁矿）、石煤等
８

８
砂金、钛矿（钛铁砂矿矿物）、铍矿（绿柱石矿

物）、云母（片云母）
４

９ 冶金用白云岩、冶金用脉石岩、自然硫 ３

１０ 锑矿、红柱石、玻璃用白云岩、滑石 ４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这些富集的矿产资源为陕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

靠的资源保障，也为陕西的工业发展打下夯实的物质

基础。在制造业为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新型能源化

工、先进装备制造等工业体系，并成为支撑陕西经济增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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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核心力量［１］。陕西的工业发展战略部署为：陕北

跨越发展，关中率先发展，陕南突破发展三步走战略。

西安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核心经济支撑区；陕北建成能

源接续地、生态环境建设的模范区；陕南建成融生物资

源、旅游资源和水资源开发为一体的多元经济区。

（二）陕西所具有的地理优势

陕西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是连接中国东部、中部、

西北、西南地区的枢纽以及西北地区的东大门，占据着

“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良好地理优势。在西部大开

发的战略上，陕西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梯”和重点

区域。

首先，它多方位多层次吸收资金、技术、资源等生

产要素，使得整个西部地区由东向西转移产业更加

便捷。

其次，陕西具有廉价的土地、劳动力以及能源和原

材料供应，这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无疑使项目的投资

建设以及生产成本大大减少，与西部其他省份相比，陕

西有较为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优势的科技、教育

资源，有能力吸收创新技术，从而促进西北地区的

发展。

此外，西安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欧亚

大陆桥中国段和黄河流域最大的中心城市，是西北的

金融中心、商贸和物流中心、科教中心、制造中心以及

旅游中心。陕西关中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经济

增长带，分布着西安、宝鸡、杨凌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中西亚国家进入中国

市场的东大门和中国向西亚、中亚以及欧洲市场开放

拓展的西大门，故此陕西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

毋庸置疑［２，３］。

（三）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的经济增长状况

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同时也给陕西经济带来巨大的转变。从 ＧＤＰ规模以
及占全国的比重来看，陕西的ＧＤＰ从１９７８年的８１亿
元增长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４４５４亿元，同期全国的 ＧＤＰ从
３６４５亿元增长至５１８９４２亿元，陕西的 ＧＤＰ总量占全
国的比重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２．２％先降低至 １９９８年的
１．７％，而后逐步攀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２．８％。

从人均ＧＤＰ规模来看，陕西人均 ＧＤＰ从１９７８年
的２９１元增加至 ２０１２年的 ３８５６４元，占全国比重由
７６．４％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０．４％（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陕西ＧＤＰ及人均ＧＤＰ占全国比重变化

年份

ＧＤＰ（亿元） 人均ＧＤＰ（元）

陕西 全国
占全国

比重（％）
陕西 全国

占全国

比重（％）

１９７８ ８１ ３６４５ ２．２ ２９１ ３８１ ７６．４

１９８０ ９５ ４５４６ ２．１ ３３４ ４６３ ７２．１

１９８２ １１２ ５３２３ ２．１ ３８５ ５２８ ７２．９

１９８４ １４９ ７２０８ ２．１ ５０４ ６９５ ７２．５

１９８６ ２０８ １０２７５ ２．０ ６８８ ９６３ ７１．４

１９８８ ３１４ １５０４３ ２．１ １００４ １３６６ ７３．５

１９９０ ４０４ １８６６８ ２．２ １２４１ １６４４ ７５．５

１９９２ ５３２ ２６９２４ ２．０ １５７１ ２３１１ ６８．０

１９９４ ８３９ ４８１９８ １．７ ２４２４ ４０４４ ５９．９

１９９６ １２１６ ７１１７７ １．７ ３４４６ ５８４６ ５８．９

１９９８ １４５８ ８４４０２ １．７ ４０７０ ６７９６ ５９．９

２０００ １８０４ ９９２１５ １．８ ４９６８ ７８５８ ６３．２

２００２ ２２５３ １２０３３３ １，９ ６１６１ ９３９８ ６５．６

２００４ ３１７６ １５９８７８ ２．０ ８６３８ １２３３６ ７０．０

２００６ ４７４４ ２１６３１４ ２．２ １２８４０ １６５００ ７７．８

２００８ ７３１５ ３１４０４５ ２．３ １９７００ ２３７０８ ８３．１

２０１０ １０１２３ ４０１５１３ ２．５ ２７１３３ ３００１５ ９０．４

２０１２ １４４５４ ５１８９４２ ２．８ ３８５６４ ３８４２０ １００．４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２０１３）、《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总体上看，陕西占全国ＧＤＰ总量比重呈现先降后
升的趋势，陕西省人均ＧＤＰ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１４年，西部各省区（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从

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来看，四川、内蒙、陕西位列前三。

从增速来看，西部各省区（市）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７．４％）。
陕西省生产总值（如表５所示）同比增长９．７％，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３个百分点，在西部排名第四，同
比排名上升两位。２０１４年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
１７６８９．９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７％。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１５６４．９４亿元，增长５．１％；第二产业９６８９．７８亿
元，增长１１．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７４６８．６４
亿元，增长１１．３％；第三产业６４３５．２２亿元，增长８．４％
（如表６所示）。其中第二产业占生产总值比例较大。
可以看出，发挥陕西省的能源资源优势，建设能源型高

新技术产业将对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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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省市 累计数 增长率 增速与去年同期比较

贵州 ９２５１．０１ １０．８ －１．７

重庆 １４２６５．４０ １０．９ －１．４

云南 １２８１４．５９ ８．１ －４

西藏 ９２０．８３ １０．８ －１．３

甘肃 ６８３５．２７ ８．９ －２．４

陕西 １７６８９．９４ ９．７ －１．３

新疆 ９２６４．１０ １０ －１．３

青海 ２３０１．１２ ９．２ －１．６

广西 １５６７２．９７ ８．５ －１．７

四川 ２８５３６．６６ ８．５ －１．５

宁夏 ２７５２．１０ ８ －１．８

内蒙 １７７６９．５１ ７．８ －１．２

全国 ６３６４６３．００ ７．４ －０．３

表６　２０１４年陕西及全国主要统计数据

指标 单位

全国 陕西

绝对额
比上年

增长（％）
绝对额

比上年

增长（％）

生产总值 亿元 ６３６４６３ ７．４ １７６８９．９４ ９．７

第一产业 亿元 ５８３３２ ４．１ １５６４．９４ ５．１

第二产业 亿元 ２７１３９２ ７．３ ９６８９．７８ １１．２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亿元 － ８．３ ７４６８．６４ １１．３

第三产业 亿元 ３０６７３９ ８．１ ６４３５．２２ ８．４

居民消费

价格总指数

上年同

期＝１００
１０２．０ ２．０ １０１．６ １．６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二、陕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建设中的进展

（一）陕西旅游产业的经济发展

陕西得天独厚的文物旅游资源，１５个王朝在此建
都，具有雄厚的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现代文

化等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目前，陕西旅游业收入总

额占陕西省ＧＤＰ约９％，是陕西省重点发展的特色经
济之一，可以说，陕西旅游业已形成特有品牌，定位和

发展都相当成功。陕西省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使得陕

西的旅游产业发展有着很大的未来发展前景优势［４］。

由上文陕西的旅游资源普查统计，依托丰富的人

文、历史、生态、文化等旅游景点文物发展适合的旅游

产品是至关重要的。陕西省着力“１６８”旅游产品开
发，“１”是强化和发挥西安旅游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
用，打造“最具东方神韵”的古都形象，“６”是六大品牌
旅游景区，“８”是完善总管全省的八条精品旅游线路。
其中六大品牌旅游景区分别为临潼旅游景区、延安旅

游景区、华山旅游景区、法门寺旅游景区、秦岭生态旅

游景区、韩城旅游景区。依托陕西省交通网络整合旅

游资源，培养特色线路，形成８条精品旅游线路，提供
最优质的陕西文化历史旅游特色韵味。譬如建设“丝

网”，即“网上丝绸之路”，用来打造便捷、高效的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国际化电子商务平台和国际文化交流

平台；“丝街”，即“丝绸之路风情街”；“丝博”，即“丝

绸之路商旅文化博览会”；“丝书”，即“丝绸之路丛

书”，记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经济文化历史；“丝

园”，即“丝绸之路博览园”，为全面整合丝绸之路丰富

的科技、文化、教育、旅游、商贸等资源，精心打造“永

不谢幕的丝绸之路国家博览园”［４］。

（二）陕西能源、高新产业的建设现状

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在路。作为新丝绸之路的

起点，陕西不仅是承东启西乃至全球产业转移之地，也

是沟通内陆和亚欧大陆桥、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

为此，陕西省加快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建设，着力打造

通江达海的立体交通枢纽，全面提升亚欧大陆桥陕西

段的通行和辐射能力。在交通合作上，依附其自身优

势，空港新城快速搭建与国内外重要经济区间的空中

通道，努力成为一流的国际航空物流枢纽和空中丝绸

之路新起点。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长安号”国际班列
正式开通，西安－莫斯科、西安－乌鲁木齐－阿拉木图
等航线于２０１４年开通。长安号的常态化开行，为陕西
及周边地区提供了一条面向中亚、中东欧等地的物流

大通道。

在企业合作上，２０１３年６月，陕西代表团与哈萨
克斯坦在矿产资源开发、电力资源、现代农业等方面达

成诸多合作事宜。结合自身能源资源的优势，陕西的

综合科技能力居全国第三，高新技术如电子信息、生物

工程、新材料和高节能技术等形成以能源型、先进装备

制造为主要产业发展目标，推动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

的大力发展及合作发展，突破传统经济的制约。譬如

２０１４年西咸新区取得的新进展，西咸新区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现代文化科技旅游、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健康医疗、现代农业科技、临空科技等六大科技产

业领域，形成了一批定位高、前景广的产业项目，有力

地推动了新区经济较快增长。全年新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３９８．０６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１．７％，高出全省增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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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２００．３２亿元，增
长１３．０％，占比５０．３％，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随着
西咸新区晋升为国家级新区，投资项目数量和规模进

一步扩大，投资额快速增长。全年新区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达到１１３０．４３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５．８％，高出全
省水平１８个百分点。

在教育和技术合作上，陕西杨凌中国旱作农业技术

援外培训基地，正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现代农业国际

合作中心，将会成为中亚国家农业技术来源地。此外，

西北大学成立中亚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为丝路经济

带建设提供智力保障；西安外国语大学成立中亚学院，

为加强陕西和中亚国家合作培养人才。发挥高校居多

的优势，发展教育合作经济，积极开展丝绸之路文化交

流活动，从而推动教育、旅游等经济的发展［４］。

（三）陕西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举措及未

来的经济发展选择方向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被赋予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先锋。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应遵循

“五通”原则。一是深化亚欧合作，促进政策沟通。二

是建好西安枢纽港，促进道路联通。三是聚集生产要

素，促进贸易畅通。四是构建丝路金融中心，促进货币

流通。五是打好丝路文化牌，促进民心相通［３］。

陕西着力提出的建设“五个新起点”：交通物流新

起点、科技创新新起点、产业合作新起点、文化旅游新

起点和金融合作新起点。努力于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

开发开放高地和金融商贸物流中心、机械制造业中心、

能源储运交易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科技研发中心、高

端人才培训中心［５］。

２０１５年，西咸新区将紧紧围绕“创新城市发展方
式、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强化互联

互通、创新驱动，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推进新型城镇

化，着力丝路经济带支点，努力建设我国向西开放重要

枢纽、西部大开发新引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范例，

开创新常态下国家新区建设新局面。

三、结论

通过将西安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放高

地和金融商贸物流中心、机械制造业中心、能源储运交

易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科技研发中心、高端人才培训

中心，使得西安成为丝路经济带的核心城市。陕西应

结合自身经济条件，充分利用国家的各种政策优势，抓

住丝绸之路经济带、西部大开发、建设关中－天水经济
区等重大机遇战略，通过产业集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完善，带动企业总部、资本、金融机构向城市集聚，

利用旅游、历史文化资源提升西安的国际影响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新时期我国向西开放和区

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既促进西部开发，也推动

了区域经济一体化［４，６］。以西北地区为主的西部地区，

可以很好地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的广阔市场以及

丰富资源，加快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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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目标和定位，是
学校教学工作安排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基于对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内涵的解读，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为例，从指导思想、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等方面对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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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学院凭借母体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和民营运
作的机制优势迅速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

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重要承担载体，为中国的高等教育

大众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多数独立学院已

渡过发展的初创期，在经过量的迅速扩张之后，学校的

基础教学设施不断完善，目前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提

高教育质量已成为其发展指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关

键是要因材施教，构建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

案。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

件，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目标和定位，是学校

教学工作安排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人才市场需求和办学

实际情况，不断从指导思想、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以及

综合素质培养等多方面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

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和编制呈现出以下

几种模式：１．沿用型，在学校成立初期，独立学院的竞
争主要体现在考生对办学条件的选择上，因而很多独

立学院的投资方和管理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学条件

的建设上，在人才培养上，基本上沿用母体学校的培养

方案和教学计划；２．改进型，学校在其后的办学过程
中，对培养方案逐步进行修订；３．特色创新型，结合自
身办学特点与用人市场需要，学校构造设计全新的培

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不切实际

独立学院一般由办学质量高、办学条件好的普通

本科学校举办，但独立学院办学历史短，在办学经验、

教学管理水平、师资队伍素质以及教学设施等方面，与

母体学校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很多独立学院在建

校初期，对发展思路的认识处于探索阶段，对人才培养

目标缺乏准确定位，容易参照母体学校的人才培养目

标，依赖母体学校人才培养的路径，导致自己所培养学

生的情况不能很好地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生实

际需求，缺乏特色和市场竞争力。

（三）照搬人才培养模式

独立学院的核心管理队伍和教师主要来自母体学

校，在利用母体学校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过程中，尤其

在办学初期，会程度不同地沿用母体学校办学模式、培

养方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种规章制度，容易忽

视按新机制、新模式办学的宗旨。在人才培养模式上，

容易照搬母体学校传统的学科型人才培养模式，重视

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不太注重突出专业的应用性；过分

强调教学过程的组织管理，而忽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０１



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过分强调系统教学，忽视实践

能力和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二、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科学确立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形成自身

办学特色的核心问题，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不

同的人才培养方案。

我国的高等学校按任务要求和学校性质分为研究

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

学四种类型。虽然都是本科教育，都应保证本科质量

的基本要求，但不同类型学校的生源质量、培养方案、

培养模式均有明显差异，呈现多样化，有不同的培养要

求。独立学院定位为教学型大学，以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为目的，应主要面向社会培养技术应用、生产、

服务和组织管理的各类应用型人才。

与其他类本科高校相比，独立学院培养的人才应

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与高职高专院校相比，

独立学院培养的人才应有更扎实的知识基础、更强的

学习能力和适应性。按照这种定位，独立学院的人才

培养目标应当以市场为导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提高

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着眼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培养学生应用所掌握的

知识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

力。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根据自己的教育定

位、学生特点、就业需求、培养目标进行设计。

三、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人才培养方案设计

的改革与探索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是教育部２００４年５月批
准成立的全日制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学院定位为教

学型大学，培养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学校成立以来，先后组织了三次全院性教

学研讨，准确定位了高素质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的培

养目标，明晰了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新的人才培养方

案的框架。

２００８年的教学研讨，突破了母体学校人才培养模
式的基本架构，构建了以培养专业核心能力为中心，体

现因材施教原则的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了

我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２００８版）》；２０１０年的教学
研讨，突破了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学科型人才培养范

式，创新了以能力体系为中心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确定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思路、办学宗旨与教

学理念，创新了以能力体系为中心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了包括“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素

质拓展提升体系”的培养模式结构，形成了我校《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２０１２版）》［１］。
（一）独立学院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

指导思想

人才培养方案是对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具体设

计，是实现人才培养的总体纲目。

基于对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分

析，及学院关于“注重基础、强化实践、增强能力、提高

素质”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实践，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

院在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时，其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１．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加强专业教育和素质教
育的结合，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培养综合素质

高、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２．拓宽
人才培养口径，即在一、二年级按照专业群进行通识课

和学科基础课教育，后两年进行专业和专业方向教育，

适当加大实践教学比例，加大选修课比例；３．坚持以学
生为本，适当压缩课内学时，为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

展提供选择空间。

（二）明确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结构和培养模式

架构

按照上述的的指导思想，以社会需求和学生就业

为导向，从培养目标规格和学生基础条件的实际出发，

努力优化课程体系，优化符合学院学生特点和人才培

养目标的教学内容，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改革，逐步明晰

了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结构和培养模式架构。

城市学院２０１２版培养方案由通识教育基础、专业
教育、个性发展、实践教育和素质拓展提升五个部分组

成，形成了“理论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 －素质拓
展提升体系”三体系为一体的培养模式架构。此架构

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中心，专业核心能力为特色，实践教

学为核心，理论教学为基础，素质教育为支撑，构成人

才培养的完整体系，各部分又自成体系，形成了具有鲜

明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

（三）课程体系及课程设置的特点

人才培养方案目标的实现和落实，其关键是依赖

于课程体系及体系中课程的设置。从课程理论上讲，

课程体系，指的是把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分成各部分，在

不同的学习时间安排不同的课程类型，由此形成一个

课程类型的组织体系。不同的课程结构或体系反映着

不同的教育价值观。传统的课程体系一般是由两部分

构成：理论和实践，其中理论部分由通识课（或公共

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三个部分的课程组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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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课程结构或由结构所形成的体系更多体现的是重理

论、轻实践以及实践依附于理论的教学价值观；而在课

程设置上，又以专业课程为主，缺乏交叉学科和综合课

程。专业课程一般由各自具有独立体系、彼此缺乏联

系的专业的学科课程组成，其特点是关注学科知识的

深度、系统和知识的细化，虽然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

学习，但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作为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独立学院，人才培

养的关键是要在掌握一定程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不

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社会

适应性。因此，为尽量规避传统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

学科型人才培养范式的不足，在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

上做了如下调整：

１．优化理论教学体系，设计“三模块”的课程体系
在理论教学体系，设计了“通识教育类课程”、“专

业教育类课程”和“个性发展类课程”三个模块：“通识

教育类”课程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科学、外语、人

文社科等课程的学习和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的培养与

提高。“专业教育类”课程提供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

提出了“专业核心课程”概念，各专业根据本学科培养

知识结构，精选１０门左右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程，保
证专业基础教育。通过设置柔性的专业方向模块课

程，培养学生的专业特长，办出专业特色。“个性发展

类课程”为鼓励学生发挥各自特长，兼顾学生个人爱

好而设。学生可根据当前社会对人才知识的要求，选

择学习不同的模块课程，搭建起学生多方向发展的学

习平台，鼓励学生个性发展，落实因材施教［２］。

这种模块化课程结构设计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使

培养方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删减陈旧内容，增加新知

识、新内容，还可以通过增减课程模块内容或构建新的

课程模块强化某些知识或能力，而不会对课程整体产

生重大影响。这样既有利于保持课程基本内容的稳

定，又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保证理论教

学体系和课程与时俱进，保持理论教学体系和课程的

先进性、时代性和适应性。通过不同模块的合理组合，

可以调整课程重心，形成面向不同专业方向和不同职

业发展的课程组合，实现分类教学，满足和促进学生个

性化学习的要求和发展。

这种教学体系的设计，打通了学科大类的界限，构

建了学科大类课程平台，在一、二年级上相同的通识必

修课和学科基础必修课，三、四年级开设必要的专业基

础以及满足学生兴趣和就业需要的专业方向课和素质

教育课程。在保证学生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兼顾学

生综合素质和个体发展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在学校的

学习实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２．实现了多类型课程及交叉学科课程的设置
在理论课程类型上，不仅设置了各专业的理论课

程，还在学科基础课设置交叉学科课程，在通识教育模

块、专业教育模块以及个性发展模块设置了综合课程。

同时，在个性发展的每个培养方向均设置了必修课程

和选修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中，提出理工类专

业须设置人文、经管类选修课，人文经管类专业须设置

理工科选修课，在个性发展模块要求各个专业必须设

置跨专业选修课程，实现交叉学科课程设置；通识课模

块，增设综合课程，培养综合素质，比如《公关社交礼

仪》《大学生就业与创业专题》《大学生就业实践》等课

程，供全校公共选修和必修。

３．课程内容的综合化、实用化和多样化趋势
在课程内容上，把握好“必需”与“够用”的原则，

改革过去学科性人才培养的教育课程高、难、缺乏系统

的知识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学科基础教育、实践教学

以及个性发展模块的课程内容改革。在学科基础教育

的课程内容上，要求课程内容有较强针对性和应用性，

加强学科基础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力度，着重培养学生

就业和适应社会需要的职业能力。在实践教学的课程

内容上，增大学时数，开足实践课程个数。根据专业特

性和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来开发综合性和设计

性实验。在个性发展类课程模块的课程内容设计上，

根据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和就业的要求，设置相关的专

业课程和选修课程，使同一专业的学生具有不同的专

业特长和自己的个性特点，满足社会不同行业对各类

人才的需要。

（四）建立基于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作为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独立学院，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是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的关键。

根据市场对独立学院本科应用型人才规格的需要

和专业实践教学的自身规律，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系统分析学生应具备的能力结构，规划应有的实践教

学环节，建立了由基本技能训练、专业工作能力实践、

项目及综合技能实践组成的完整的、有自身特色的三

层实践教学体系。这种实践教学体系不仅在体系上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突出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中的主体

地位；而且在教学内容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情况进行不同的组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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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利于因材施教的开展和学生个性的发展。

城市学院在修订版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了多个

实验实训环节，截至目前学院已建立了７７个仿真模拟
实验室，在实际操作中全方位地提升了学生的实际操

作能力；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建立了８７个校外实习基
地，使实践教学落到实处，每个学期的集中实践，使学

生们置身职场，置身社会，增强了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

竞争能力，极大满足了学生能力训练的需要。

（五）构建学生素质拓展提升体系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自建校以来一直重视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拓展，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学院在政治思想教育系列化、经常化的

同时要求各专业根据实际和特点，设置具有专业特点

的创新技能培养与社会实践项目，主要包括课外学习、

文体竞赛、校园文化活动、社团活动、各类科技活动、各

类学科竞赛活动（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科技制作比赛

等）、学术报告讲座、英语等级证书考试、计算机等级

证书考试、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以及

社会公益活动等内容，采取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个人努力与团队协作相结合等方式，引导

学生进行自主创新性学习，适应和满足学生各类个性

化学习、发展的不同需求，促进学生思想素质、文化素

质、业务素质的全面拓展提升。

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人才培

养方案的设计是这个工程的基础。独立学院应用型人

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有其自身的特点，城市学院在人才

培养方案的设计和修订过程中按照“注重基础、强化

实践、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教育教学理念，不断探

索、改革并实践，推动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理念的更新、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促进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

改革与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

断的总结和完善，以促进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

量，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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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获省级优秀教材奖及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子项目立项

近日，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２０１５年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获奖名单的通知》（陕教高［２０１５］１４号）
精神，由我院王海民教授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计学基础》一书获“２０１５年度陕西普通高校优秀教
材”二等奖。

另据省教育厅《关于公布２０１５年本科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子项目的通知》（陕教高［２０１５］１３
号）精神，我院申报的两个子项目均获立项：

１．“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获评２０１５年度陕西本科高校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由王海民教授负责的“会计学基础”课程被评定为２０１５年度陕西本科高校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３１

王　军等：关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研究与探索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报　　　　　　　　　　 Ｄｅｃ．２０１５
第４卷第２期（总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４（ＳｕｍＮｏ．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７－２０
［基金项目］　基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
［作者简介］　张妍妍（１９８４－　），女，硕士，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党政服务中心职员，主要负责人事薪酬管理工作；徐君陶

（１９５６－　），男，副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院长助理兼党政服务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队伍建设及组织认
识管理工作。

关于构建独立学院薪酬激励的探析

张妍妍，徐君陶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创新，独立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地位逐步重要，
学院规模及教师队伍日益壮大，如何建立符合独立学院自身特点的薪酬激励机制，对于学院吸引并留住人

才、提高工作效率和长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论述薪酬激励的必要性，分析独立学院薪酬激励

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教职工薪酬管理实践，提出对独立学院薪酬激励制度的对策

和措施。

［关键词］　独立学院；薪酬激励；教师队伍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１４０４

　　 薪酬是劳动者报酬的基本形式，是调动工作积极
性的基本手段［１］，因此建立有效的薪酬管理激励机

制，对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提高工作效率，对学院长期

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独立学院虽办学时间

不长，但在不断的发展实践中，已形成了具有独立学院

特点的教师队伍，为了更好地管理教师队伍，保障师资

队伍稳定，各独立学院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机制来调动

教师积极性，但仅从薪酬管理方面的激励制度来看，突

破与创新略显不足。

一、薪酬激励对独立学院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日益扩大，全国已有

１００多所独立学院，陕西省有１２所，各独立学院的竞
争越来越激烈，要在激烈的生源竞争中获取优势，必须

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教学质量的提

高归根结底为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士研究发现，在缺乏科

学、有效激励的情况下，人的潜能只能发挥出２０％ ～
３０％，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让人把另外 ７０％ ～
８０％的潜能也发挥出来。而薪酬激励又是激励机制中
最重要的激励手段，是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激

励手段，它相对于内在激励，管理者更容易控制，而且

也较容易衡量其使用效果。它可以使人力资源，尤其

是高素质人才不至于流失；可以使每个劳动者的潜力

得以放大，能够从多角度激发员工强烈的工作欲望，成

为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主要动力；更可以促使单位

内部专业技术人才良性竞争。因此薪酬激励机制对于

独立学院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独立学院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薪酬结构不合理，缺乏长期激励性

独立学院在创办初期，由于办学时间短，经验少，

人员结构复杂，基本都沿用了一些公办院校的管理模

式。大多独立学院薪酬管理制度主要实行“混合型”

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奖金和教学课

时费。基本工资由岗位类型、职称和学历决定，津贴由

职务津贴及院龄津贴构成，奖金则根据年底工作考核

按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级同酬发放，教学课时费

是教师在完成额定的工作任务后，超出工作任务的部

分按职称标准来结算。由此可见，教职工薪资收入的

高低主要取决于岗位类型、职称类别。在这样的模式

下，教师想要增加薪资收入，主要通过评职称和超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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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来实现。而独立学院相比公办院校的课时费要高很

多。一般独立学院讲师级别课时是１学时５０～６０元，
而公立院校讲师级别课时是１学时１５～２０元。教师
为了多取得课时费，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备课、讲

课，很少有精力再投入教研及科研活动当中。

独立学院主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

实践能力培养将是教师教学水平的体现，只有不断

提高教师自身实践科研能力，才能增强学院的教研

科研水平。然而，很多教师从教多年都未在省级刊

物上发表过论文，课题项目也少之又少，甚至连职称

申报条件都难以达到。教研科研水平的薄弱对今后

学院及教师个人的长远发展都将是很大的障碍。而

对于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只能通过升职来提高薪资

待遇，晋升渠道的狭窄势必对员工的工作动力和积

极性有所影响，对于职工留在学院长期发展的决心

缺乏长远的激励性。

（二）薪酬分配方式不平衡，激励效果弱化

从薪酬制度实施的结果来看，独立学院教职员工

的工资水平缺乏公平性［２］。经调查，陕西省内独立学

院的教职工工资基本是结合具体岗位（分别设置了教

师岗、教辅岗、管理岗、辅导员岗）和学历、职称发放。

相同的岗位基本工资是相同的，而不考虑教职工的实

际工作情况。

以教师岗位为例，一名教师分配有额定的工作量，

而未完成额定工作量的教师并不扣除其基本工资，也

就是说完成额定工作量和未完成额定工作量的教师所

拿到的基本工资是相同的；另外，独立学院在建院初期

引进的教职工大多以本科学历居多，学历层次较之后

进院的教职工略低，而高学历的教职工基本工资起点

较高，尽管有的独立学院会进行薪资普调，但经过几次

普调后，在学院贡献多年的本科学历老教工与硕士以

上学历新教职工的基本工资仍然相当甚至略低。虽说

学历差距在进入高校工作的初期是有必要体现的，但

学历的悬殊也并未在实际的工作中得以体现，在相同

的岗位上无论学历高低，工作内容基本是相同的，老教

工的工作任务甚至还比新教职工的工作任务繁重，但

多劳者与少劳、不劳者相差无几，或“能者多劳”但多

劳并不多得。而从部门内部来讲，同岗位教职工关心

薪酬差别的程度高于关心薪酬本身的水平。因此，在

很多情况下，这种“同工不同酬”的现状使得教职工心

理失衡，往往会弱化薪酬的激励强度，从而影响教职工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影响学校教学管

理水平。

（三）绩效工资弹性不强，激励作用难以发挥

绩效工资，也可叫做绩效加薪，或奖励工资。绩效

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成果和业绩的体现，发放标准主要

由相应的考核体系决定。由于目前独立学院大都尚未

形成完全科学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不同学科、不

同学历层次、不同课时量、不同教学水平都在沿用同样

的考核标准，考核指标量化程度不够，可操作性不强，

在具体实践中的效果不明显，仅仅是在每学期末部门

内部评选出优秀、称职和不称职，而大多部门领导在考

核过程中，本着“好人主义”，基本考核都称职，致使绩

效考核流于形式，绩效工资变成了固定工资的一部分，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发挥薪酬的激

励作用［３］。

（四）独立学院可控薪酬激励经费不足

在我国，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公

办大学经费由国家拨付，独立学院虽然说由公办院校

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但实属民办院校，举办高校不投

资，学院的运行经费完全由投资方投入。独立学院维

持日常运转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学生学费的收入，而据

有关调查了解，陕西省内举办高校日常运转经费一般

要抽取学费收入的２０％ ～３０％。而投资方又想尽快
地收回成本赚取利润，近几年，独立学院学生数量、学

费标准增长较慢，而人员经费支出随着教师数量的增

加、职务或职称级别的提高逐年攀升，办学经费不足已

成为影响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

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独立学院很多管理措施的实施，

激励机制很难落实。目前，各独立学院发展的一个突

出问题是办学资金的问题，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大，开发

建设会让独立学院背负上亿元的债务负担。扣除每年

上交母体学校的资源占有费，剩余经费仅能保证学院

的常规运行，巨大的债务压力使得独立学院的教职工

薪酬不可能得到与市场相适应的提升。

三、完善薪酬管理，发挥薪酬激励作用的措施

（一）优化薪资结构，建立以岗位为基础，以绩效

为导向的薪酬体系

为了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

序，逐步建立符合独立学院教育规律和教职工特点的

收入分配体系，形成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

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２０１３年，西安交
通大学城市学院进行了薪酬制度改革，根据学院自身

特点，建立了符合学院实际情况的薪酬体系。该体系

的构成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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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薪酬结构图

在新的薪酬体系中，本着坚持“公平合理、统筹兼

顾”的原则，将原有“混合型”的薪酬模式转变为以岗

位工资为基础，基本工资为参考，绩效工资为重点的结

构性工资。岗位工资主要体现不同的岗位职责；基本

工资主要体现教职员工在院资历；绩效工资被分为基

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基础性绩效主要体

现个人表现，完成工作量情况，而奖励性绩效主要体现

完成的业绩成果。新的薪酬结构能较全面地考虑到教

职工岗位和个体的差异，着重体现业绩表现，大大强化

激励功能，有效整合薪酬的保障、激励和调节三大功

能，对学院教职员工的个人发展提供长期有效的激励

机制。

（二）按岗定级，将薪级绩效挂钩，增强激励效果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在２０１３年的薪资改革中，
为了进一步完善绩效工资制度，充分发挥薪酬的杠杆

和激励作用，把薪酬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相挂钩，对

全院教职员工实行了定级制。教职工根据工作岗位分

为教师、实验技术、职员、工勤等四个系列，各系列岗位

中又根据职称、学历、年限等综合情况划分为若干个等

级，在每个等级中，岗位工资的标准是相同的，把基本

工资和基础性绩效工资的总额作为每位教职工的薪资

档次予以区分。将每位教职员工的个人资历套进相应

的工资级别和档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划

分，把共同薪资等级的人划分为一个群体，针对不同的

群体建立相应的激励体制，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分层

激励。定级制的划分拉开了教职员工的等级层次，对

教职员工个人发展也是一种鼓励，在很大程度上调动

了教职工的主动积极性和进取性，以达到最大化的激

励效果。

（三）建立多元化考核机制，充分发挥绩效工资激

励作用

实际上，考核是一种特殊的绩效控制手段，是评定

及认可教职工业绩的表现行为，本身就有激励作用。

而高校教职工的考核还应充分考虑满足高校教职工心

理多元化的心态，注重员工个性多元化的发展，让教职

工能根据自身情况履行岗位职责和发展的能力，灵活

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薪酬标准和增长路径。对于不同

岗位、不同学科、不同级别的教职员工，独立学院应采

用不同的考核尺度和办法，尤其在教学考核中，不同的

学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研究方法、周期以及成

果等方面都不相同，从不同的角度对教师进行分类，安

排不同的教师考核内容和期限，不同学科的教师考核

标准不同，可以保证考核结果对教师现实状况更真实

的反映，加深学校对教师教学水平及个人能力的认识，

促使人才合理分配，保证考核结果的公平与公正。这

样既可以让业绩突出的教师体会到成就感和被尊重

感，进而对其工作增强满意度，也可以构成惩戒的一种

执行依据，惩戒是负激励的一种方式，能够鼓励教师发

现差距、改正缺陷，继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改善绩

效的目的。

在这方面，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自２０１３年薪资
改革以来，坚持“按劳分配、优劳优酬”的原则，建立以

体现岗位绩效为核心的绩效工资制度。绩效工资分为

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资

又分为考核奖励和专项奖励。基础性绩效工资以教职

工所聘岗位为基础，根据完成岗位目标任务的情况发

放，具有相对稳定性，凡年度考核合格的教职工，全额

发放基础性绩效工资。考核奖励是对教职工年度工作

成效的奖励。学院董事会每年根据办学效益、经营状

况等因素确定全院教职工考核奖励标准，学院领导班

子依据各单位的考核结果、在编在岗人员的考核奖励

分配系数总额确定各单位的考核奖励总额，各单位

（部门）根据教职工个人考核情况制定各单位考核奖

励分配方案，报学院审批。专项奖励是对在教学、科

研、管理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或在某一方面工作做出

突出贡献的教职工给予奖励。对取得重大教学成果的

教师的一次性奖励标准根据其成果大小确定；对在管

理方面做出贡献的专项奖励根据年度考核确定。绩效

工资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绩效工资是基于教职工实绩和贡献的报酬，是薪

酬中活的部分，主要体现能力和贡献。绩效工资分配

以教职工所聘岗位为基础，合理设定不同岗位间的收

入水平，向关键岗位、优秀人才和骨干教师倾斜，合理

拉开差距，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收入分配的

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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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绩效工资结构示意图

（四）树立正确薪酬观，增加收益，提高薪酬经费

水平

独立学院无论从声誉、生源、办学条件、环境都不

如公办院校，尤其大部分优秀教师都是从公办高校出

来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在高校之间流动。那么，独立学

院要想真正引进、培养、留住优秀人才，需要投资方及

院方将教职工薪酬作为一种投资，秉着“以人为本”的

薪酬管理理念，以教职工为中心，了解他们多样化的需

求并体现在薪酬管理的政策中，充分发挥薪酬的激励

作用，提高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归属感。另一方面，

在市场化运作的发展下，独立学院在某种程度上已和

企业生存相类似，都是自负盈亏的，经济收益的获得、

收益分配成本的比重必须合理，如此才能维持独立学

院的办学。因此，除投资方外，学院应自寻一些增加经

济收益的方式及渠道。比如寻求政府资助、校企合作、

开展培训、申报科研项目等一系列手段来改善财政状

况，节省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独立学院教职工的薪酬

水平。

四、结语

薪酬激励只是激励体制下的一项基本手段，薪酬

激励制度的完善对于发挥独立学院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起到重要影响作用。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薪酬制度

的改革，有利于协调学院和教职工之间的关系，克服工

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帮

助职工实现自我价值，增强学院的发展后劲和竞争能

力。做好薪酬管理探索和研究，是推进学院组织长远

发展的重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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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ａｍ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获

“陕西省２０１５年度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近日，２０１５年度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的评审结果揭晓，我院计算机系周建龙、缪相林主持申报的的两个
项目获准立项，这是我院首次获得该计划项目的立项，是我院科研工作一个新的开端，标志着学院科研工作

上了一个台阶。项目名称及类别分别为：

１．可视化中拓扑感知的光照自动生成技术研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即时增强信息显示系统及应用研究；工业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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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特的民主化教育创新

倪剑舟

（云南大学留学生院 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　以哈佛大学校长领导的创新计划及其思想为研究视角，透视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
动力，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作为身处经济危机、二战及欧洲与日本重建等政治格局变动时期的大学

领导者，柯南特校长的大学管理理念在摆脱传统、迎接社会挑战方面，展现出特有的革新精神，并创新性地发

展了美国民主教育，是研究社会变革与大学建设关系的重要素材，也是探讨柯南特校长民主教育思想实践的

核心内容。

［关键词］　柯南特；教育革新；民主思想；哈佛大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１８０６

　　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Ａ．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Ｌｏｗｅｌｌ）曾认
为：“哈佛的年龄虽然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

它热切地追求知识，它就永远不会衰老，随着时代的变

迁，为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变化，但目的本身永远

不会改变。”［１］这正是哈佛大学充满活力的生命之源，

如今，哈佛大学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具社会影

响力的大学之一，然而，正是其百年来这种源源不断的

革新精神，使得哈佛大学在各个历史时代能够独具生

命力而蓬勃发展。表面看来，哈佛大学的这种革新精

神体现在实验室各种卓越的科研成就及师生科研报告

中，然而事实上，整个大学革新精神的确立却得益于革

新机制的建设，这一神圣的使命最初往往由一两位最

具革新思想的领袖人物或团体承担，他们的革新思想

甚至影响了整个大学的教学发展方向，这正是哈佛大

学历任校长不断追求，并长期坚守的一种“哈佛理

念”。

一、民主化教育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柯南特（ＪａｍｅｓＢｒｙａｎｔＣｏｎａｎｔ）曾任哈佛大学第２３
任校长，在长达２０年（１９３３－１９５３年）的任期中，以其
卓越的领导能力，积极推动并阐发了美国教育的民主

思想，开展了一系列大学教育革新计划，领导哈佛大学

在经历经济危机、二战、冷战及欧洲与日本重建等国际

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巨变后，仍有效地保持并促进了

哈佛大学的繁荣与发展。眭依凡教授曾指出：“名校

之为名校，因为它们背后都站立着一位富有理想、富有

理念、富有建树的出类拔萃的校长。”［２］用这句话来评

价柯南特校长的教育革新思想对哈佛大学发展的历史

贡献及其影响，是十分贴切的。

（一）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

１９３３年９月，柯南特校长首次参加了哈佛大学校
董事会议，提出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基金计

划（３０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Ｆｕｎｄ）”，即“哈佛大学国家奖学
金计划（Ｈａｖａｒ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ｓ）”，这是柯南特校
长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９日举行哈佛大学校长就职典礼前，
提出的第一项高等教育革新计划，该奖学金计划在两

年内主要支持两方面的教育革新：“一方面是支持大

学教授的特殊学术地位。该奖学金计划将给予出色的

教授管理大学的权利，以便加强在前沿知识领域的跨

学科研究。另一方面，该奖学金将给予那些非常有前

途的学生，使其不再考虑经济问题而顺利进入哈佛大

学深造。通过该奖学金计划，那些原本可能不会申请

读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挑选出来，并被给予了经济帮助

而继续学业，这一计划的实施结果加强了大学生的多

样性。”［３］对于该项教育革新计划的实施，柯南特校长

最初也略感紧张，“但在他前任校长的建议下，最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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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这一问题置于了自己的管理之下，并建议校董事

会：大学所需要的是优秀人才，而不是大楼。”［４］５１柯南

特校长希望这一奖学金计划能为那些完全缺乏经济资

源的学生提供足够的奖金，用以支付所有学费及生活

费，并认为这一奖学金的提供，将成为社会领袖培养的

一种方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本科层次，应适当延伸至

研究生层次。所谓最有前途的学生，挑选标准主要依

据其智力、想象力、原创力及情商和性格，发放的奖学

金数量严格按照学生才智优劣评定。

柯南特校长于１９３３年开始实施“哈佛大学奖学金
计划”时，正处世界经济危机尾期，作为哈佛大学校

长，十分有责任为哈佛大学带来一系列教育革新。

“哈佛大学奖学金计划”的实施，是一项有关优秀人才

培养与选拔的教育革新计划，为了能成功将那些适合

大学教育及学术素养优异的青年人选拔出来，柯南特

校长积极地投入到了扩大“学习能力倾向测试”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ＡｐｔｉｔｕｄｅＴｅｓｔ）的使用范围的工作中，这一
由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卡尔·坎贝尔·布勒海姆

（Ｃａｒ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Ｂｒｉｇｈａｍ）设计的学术性向测试，为选
拔学术能力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提供了有效的

测量工具，即今天所熟知的学术成就测试（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Ｔｅｓｔ）。在此基础上，根据柯南特校长的
提议，１９４７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Ｔｈｅ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成立，直到今天，这一机构的设
立已成为对世界教育具有突出贡献的教育革新之一。

（二）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计划

早在１９３３年以前，柯南特校长就十分关注大学博
雅教育，认为大学的功能以促进学习，保存旧有知识及

促进新知识的产生为核心。柯南特校长的这一大学理

念，明确表明了大学教育应除具备学术目的外，还应具

备为学生提供更多成长机会的建设开发能力，如创建

良好的知识氛围，养成辩论性格，培养宽容品质及开展

多样化社区学习等，并始终强烈反对大学里狭隘的思

维方式及地方性派别现象。据此，柯南特校长把大学

教育中大量正式学术课程视为真正博雅教育的基础，

认为大学博雅教育课程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博雅艺术

上的通识教育、职业教育、学生生活以及自身学习为目

标的培养，并认为此四方面的培育与创建即大学传统

的本质，大学若想要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合适的功能，保

持这四个方面的相对平衡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当

时大学教育现实状况看，柯南特校长也不得不承认美

国高等教育已遭受太多战争带来的影响，上述四个方

面几乎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教育病态，甚至是教育腐

败的现象。在柯南特校长看来，那些原本能够滋养大

学传统本质的精神因社会现实遭受了迫害，难以再保

持平衡，并最终影响了大学正常发挥社会功能的能力，

由此引发的结果已使大学传统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学

者珍妮·艾伦（ＪｅａｎｎｅＥｌｌｅｎ）指出：“如果大学仅关注
学习培养，那么大学将仅是一个教育研究机构；如果大

学仅关注学生生活，那么大学将变成柯南特曾提到的

‘学术乡村俱乐部’。”［４］５７不是失去学生生活的传统，

便是难以找到大学博雅教育及职业教育的本质。在分

析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大学教育现实后，柯南特校
长曾告诫人们要注意这种由于过分注重学术教育传

统，或职业训练要素而导致的大学教育分野，并进一步

指出当大学教育仅注重博雅教育课程发展某一要素

时，这种由大学教育不平衡所引发的破坏性便清晰地

展现了出来。为此，柯南特校长与时任艺术与科学学

院教务长的保罗·巴克（ＰａｕｌＨ．Ｂｕｃｋ）共同发表了一
系列有关本科教育课程的评论，设立了一个名为“自

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目标”的委员会，并最终产生了一

个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计划。柯南特校长相信，想要平

衡博雅教育发展的四个要素，创建通识教育课程来发

挥大学博雅教育的功能是十分必要的。“此次通识教

育课程计划，实际上成为了一次塑造哈佛大学本科生

三十多年学习生活的教学改革。”［３］其著作《自由社会

中的通识教育》（《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ＦｒｅｅＳｏｃｉｅ
ｔｙ》），即１９５４年出版的 “哈佛大学红皮书（《ＴｈｅＲｅｄ
Ｂｏｏｋ》）”，后来被视为“通识教育圣经”，其中的通识教
育课程革新思想及计划，对全美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

影响。概言之，柯南特校长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计

划”，正是基于大学博雅教育四要素平衡的思想基础

之上，对战争时期哈佛大学课程分裂与不平衡现象提

出的质疑，是将课程体系构建工程置于全美年轻人教

育背景下思考后，进行的一项创新性教育改革。

（三）“教学文科硕士”学位与“临床教授”席位的

设立

１．“教学文科硕士（ＭＡＴ）”学位的设立
经济危机时期，由柯南特校长提议，在哈佛大学教

育研究院创立的“教学文科硕士（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Ａｒｔｓ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ｓ）”学位，成为了哈佛大学培养未来教
师的新学位。此学位的设立，曾被视为一项作用显著

的“社会发明（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当然，大学中各种学
位的设立林林总总，早就是“已发明”之物，“教学文科

硕士”学位的设立，严格意义上，只能是柯南特校长的

一次大学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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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高等教育概念范畴，“教学的文科硕士”学位

的设立，属于高等教育与整个国家的时代要求，它更像

一种高等教育管理创新，但教育影响却十分显著。在

经济危机时期创建教育领域的新学位，是一件了不起

的事情，因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失业率急速升高，教

育领域影响严重，同时期的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不

仅没有提出任何创立教育领域新学位的计划，还都纷

纷撤销了教育研究院这一原有机构。然而，哈佛大学

不仅加强了教育研究院的教学，并且还增设了“教学

文科硕士”学位，由此扩大了教育研究院的功能，为未

来教师培养提供了良好条件，这是一项具有开拓与创

新精神的教育成就。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美国公共

教育水平的改善与提高，成为了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教学文科硕士”学位的设立，为美国基础教育

机构培养了一批教师，在改善与提高公共教育水平上

发挥了促进作用。依据柯南特校长的最初构想，“教

学的文科硕士”学位由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及教

育研究院共同负责，艺术与科学学院负责建立学生所

学科目的标准和评价机制，教育研究院主要负责学生

职业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并培养学生具备在未来相关

领域任教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这一学位的学习与

获得，是在两个学院共同支持的基础上实现的，将通识

教育内容与职业训练需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这

一学位最大的教育教学革新之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并难以相互

融合，曾被认为是比经济危机还难以解决的一个困难，

柯南特校长通过增设“教学文科硕士”学位，将通识教

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敌意大大消除，并促使它们从１９
世纪至２０世纪以来的敌对状态逐渐走向合作的发展
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学的文科硕士”研究

所，不仅加强了教育研究院在哈佛大学中的地位，同时

还提高了教师教育的职业化水平。这一教育领域新学

位的创设，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了随后几十年

中全美高等教育的革新模式与典范，最终被确立为美

国众多高校授予的学位。柯南特校长“教学的文科硕

士”学位的创设，不仅是哈佛大学的教育革新成就，也

是全美高等教育的革新成就。

２．“临床教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席位的设立
在“教学文科硕士”学位基础上，教师教育中通识

教育与职业化能力的培养逐渐成为学者探讨的中心，

寻求有效地对教师进行“研究 －实践”相结合的培养
方法成为了“教学文科硕士”学位发展与协调的核心。

最早对教师教育“研究 －实践”关系发表论述的

是约翰·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教授，他曾于１９２９年对教
育科学中各要素进行详细考察，指出了教育实践在教

育科学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教育科学中全

部需要的重要源泉，认为教育实践是所有教育研究者

最终的价值评判标准，教师作为学生在课堂中接受知

识与转化知识的“重要渠道”，必须充分发挥教师作用

的完整性，即要求教师在课堂中发挥“研究 －实践”的
整体性功能。这与柯南特校长于几十年后创设的“教

学的文科硕士”学位中对教师素质培养的要求几乎完

全一致，很难说柯南特校长在创设“教学文科硕士”学

位的时候没有受到杜威教授的启发。然而，柯南特校

长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教学文科硕士”学位中教师培

育方法的独特性，在长达两年的教师教育研究后，指出

教师教育训练方法与医生教育训练方法惊人地相似，

认为它们的训练要求都不仅是掌握理论知识，还必须

具备与科研素养一致的临床操作能力，甚至认为教师

教育的这一培养方式，将会成为联结社会科学理论与

未来实践者鸿沟的媒介，由此而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指

出课堂中的教师不仅是发挥“研究 －实践”完整性功
能的角色承担者，更是搭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座

桥梁。据此，柯南特校长在已设立的“教学文科硕士”

学位中又创新性地设立了“临床教授”席位。不难推

测，教师教育中“临床教授”席位，是柯南特校长借用

医学领域教授席位而设立的教育学教授席位。虽然，

柯南特校长本人并不认为“临床教授”席位的设立是

他在大学教育领域的一项独创，但这一席位的设立，确

实是他对大学教育的创新性改革，也是教师教育创新

政策的又一次开拓。“临床教授”席位的设立，为教师

教育中通识教育知识与职业实践之间搭建了桥梁，有

效地消弱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性理论”现象，这

正是柯南特校长创设“临床教授”席位最大的贡献与

意义所在。

（四）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学生首次与哈佛大学

男生同校

哈佛大学自１６３６年建校以来，始终是一所追求自
由精神的大学，但确立男女学生平等学术权利的事实，

却仅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三百多年的哈佛校史中，从来没能像录取男生一

样录取任何一名女生。直到１９４６年，哈佛才开始培养
第一批女学生，而这批女学生正来自拉德克里夫女子

学院（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Ｃｏｌｌｅｇｅ）。在此之前，拉德克里夫女子
学院的女生们是绝对没有任何机会与哈佛大学男生们

一同接受教育，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也只能在哈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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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教完男生以后，马上赶五分钟左右的路程前往拉德

克里夫女子学院上课。直到１９３６年，哈佛大学才正式
给予女生平等的学术地位，获准颁发与哈佛大学男生

一样的学位。１９７２年，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的女生才
有机会正式搬进哈佛大学校园内的宿舍居住，从真正

意义上获得了完全与哈佛男生相等的学术机会与地

位。可见，虽然哈佛大学三百年来一直不断追求平等

与民主，但对于男女同校，获取相同学术权利与地位的

革新进程却相对十分缓慢。

然而，对于男女生学术权利与地位平等这一问题，

早在１９４３年，柯南特校长就帮助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
女生们首次获得了与哈佛大学男生同堂上课的权力，

这一最初的“暂时性”政策，最终在柯南特校长一再努

力下变成了“永久性”政策，促使了日后拉德克里夫女

子学院学生成为哈佛大学首批正式培养的女学生，并

最终获取与男生相同的学术地位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事件的革新性在于以全新

的课堂形式彻底打破了哈佛大学上百年来男女分校而

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并成为了其它高校追求男女学术

权利与地位平等的榜样。

柯南特校长最初对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给予的教

育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对今天的哈佛大学发

展与革新也意义非凡。２００７年 ２月，德鲁·吉尔
平·福斯特（ＤｒｅｗＧｉｌｐｉｎＦａｕｓｔ）出任哈佛大学第２８任
校长，打破了哈佛大学３７１年无女校长的历史。然而，
有趣的是这位聪明、能干的女历史学家正是来自拉德

克里夫高等研究院（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的系主任。谈及当今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所
取得的骄人成绩，尤其是每当哈佛大学女性师生取得

骄人成就时，不禁让人回想起柯南特校长半个多世纪

前那次哈佛大学男女生学术权利与地位平等的教育

革新。

二、民主化教育创新的内涵与影响

柯南特校长的民主教育思想深受“杰斐逊式民主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ｉ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理论的影响，认为民主教育
主要由个人自由与战胜阻碍的智力因素、没有官僚与

遗传因素影响的社会结构、通过教育所获得的社会流

动性与教育公平等因素共同组成。可以说，柯南特校

长的哈佛大学教育革新计划，正是通过这一“杰斐逊

式民主”理念而催生出来的教育政策及行动，背后深

刻地体现着美国高等教育这种独有的民主精神在大学

校园内的改革与创新。

（一）“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的民主精神

１９３３年，柯南特就任哈佛大学第２３任校长时，哈
佛校园里几乎三分之二的新生都来自北大西洋沿岸各

州，并且几乎没有学生获得全额奖学金支付学费与基

本生活费，所发放的奖学金平均数量也仅有 ３００至
５００美元，并且范围十分狭隘，大概４６０个学生中仅有
３３位学生有机会获取部分奖学金，来自北大西洋沿岸
各州以外的学生很少能够支付得起学费、医疗费及公

寓住宿费等。在柯南特校长看来，这样的大学发展模

式，显然有悖于“真正国家大学”的教育理念，认为学

生一旦进入大学就读，在真正意义上，决非是仅仅进入

到一所学校之中，而是进入到一个社会之中。因此，柯

南特校长对这种无法为路程遥远、经济紧张却才智优

异的学生提供有效支持的大学教育甚为不满，指出无

论贫富，只要具备足够才智的俊秀都应能够前往哈佛

读书。美国学者多纳 Ｄ．麦金纳尼（ＤｏｎｎａＤ．ＭｃＩｎｅｒ
ｎｅｙ）指出：“柯南特早期的目标曾是设计出一种消除
我们教育体系中因地理和经济因素而产生的人为障碍

的方法。”［５］８据此可见，正是柯南特校长这种在教育事

务中确立起来的民主意识，促使其推行了“哈佛大学

国家奖学金”计划，以此来确保那些全美才华出众，经

济却十分紧张的学生能够顺利进入哈佛大学深造，不

再讨论他们贫穷还是富有，也不再关心他们来自哪个

地区。这一奖学金计划在经济危机时期提出，并且面

向全美高中生家庭，在政策层面上显示出了极大的教

育民主性。柯南特校长甚至还在“哈佛大学国家奖学

金”计划实施第一年时，说服并鼓励他的同伴詹姆

斯·霍莉·汉福德（ＪａｍｅｓＨｏｌｌｙＨａｎｆｏｒｄ）录取那些最
优秀的青年，并亲自安排了两位助手亨利·昌西

（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ｕｎｃｅｙ）和威尔伯·Ｊ班德（ＷｉｌｂｕｒＪ．Ｂｅｎｄ
ｅｒ）展开了一次中西部的录取旅行。在随后的多次演
讲中，柯南特校长指出国家的教育必须考虑为那些拥

有才华却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提供大量足够的奖学

金，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通往民主国家的道路借助教育

力量而保持畅通。透过“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

的实施，不难看出柯南特校长的民主思想，正是借助其

领导下的哈佛大学教育革新计划来实施推广的，并试

图通过教育革新计划寻求培育国家民主精神与价值的

方法，认为一个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人才，是传递并训

练社会民众民主思想的最佳途径。为此，柯南特校长

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设立专门的领导职位，以便探

寻能够发现优秀青年的方法，并为他们提供正规的指

导与教育。在此过程中，柯南特校长将美国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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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规教育过程相联结，希望利用民主教育来影响国

家社会结构建设，而这一基础正是无阶级划分的人才

选拔方式及良好的社会流动性，恰好体现出美国大学

民主教育思想，“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正很好地

支持着这一思想实践。通过“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

计划，不同地区，尤其是不同社会阶级的青年人进入哈

佛大学，改变了原有的学生结构，社会流动性与教育通

过学校大大促进了社会民主进程。在这一奖学金资助

下，一定数量才智优异的女学生甚至也被选入大学，柯

南特校长肯定了由此而带来的教育民主进步性，并认

为女性可以在法律行业做得很优秀，以此进一步推动

社会民主进程。

二战期间，柯南特校长认识到美国社会的未来民

主不仅依赖部分领导的建设，更有赖广大民众对民主

建设的努力，没有民众的民主，就没有全美国的民主。

“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正是在不断扩大青年接

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扩大了美国民主教育范围，通过

打破校园学生阶级、经济界限来努力打破原有的社会

障碍，使民主精神一时在哈佛大学凸显。

客观而言，“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代表着那

个时代教育与民主需求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也正是柯

南特校长关于高等教育政策设计与执行的潜在观点。

在对“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进行评价时，他也认

为这一教育政策最终在全美高等教育范围内获得采

纳，正是将全美教育体系放置在真正民主基础之上的

思考，其核心基础是“教育机会平等与自由”，指出英

国虽然自由，但却充满阶级，俄罗斯虽然无阶级，但不

自由，德国则既不自由又充满阶级，并进一步解释，指

出：“在美国，对阶级的拒绝就是对世袭的拒绝，并非

是对经济基础之上暂时性人群的拒绝。”［４］９３表明了柯

南特校长通过“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扩大全美

“教育机会平等与自由”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教育体系

抛弃美国原有依赖权力和金钱力量下的阶级世袭的社

会模式，认为如果美国青年是由世袭方式获得社会优

先权，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将会变低，优秀青年难以被普

遍选拔，由贫穷与弱势导致的教育很可能极大地破坏

美国民主教育体制建设。可以说，柯南特校长“哈佛

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一经推出，很快便成为了美国

民主教育建设中的重要部分。

（二）“通识教育课程计划”中的民主思想

柯南特校长“教育机会平等与自由”的民主思想，

根源于大学在现代、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中所独有的作

用与责任，认为通识课程的民主教学功能与责任的发

挥，将是“教育机会平等与自由”获取过程中最为重要

的部分，坚持把利用传统通识教育课程教育市民与培

养精英，看作是迎接现代社会民主改革的重要方式，相

信这一过程能够培育心灵，焕发民主情感，在通识课程

与美国民主之间建立起相互合作的内部关系。

在柯南特校长看来，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通识教育

中本真主义的内涵培育民主思想，而不能让专业教育

的目标阻碍民主思想进程。基于此，通识教育课程本

身便被视为了社会民主进程的内在要求，通识教育课

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很可能起到保持或推进了民

主文化的作用，课程内容将更趋于精神自由而使民主

教育本意深入人心。基于此，柯南特校长《自由社会

中的通识教育》（《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ＦｒｅｅＳｏｃｉｅ
ｔｙ》）一书，正试图论述自由社会与通识教育之间的民
主关系，强调利用通识教育进行自由社会建设的重要

性，而这一自由社会也正是其所追求的民主社会。

柯南特校长曾指出：“我们的公共教育是我们民

主的关键。”［５］１６８也就是说，公共教育有义务为建设美

国民主社会做出贡献，而公共教育在培养民主精英与

民主大众时，所依赖的正是通识教育课程计划。１９５３
年，柯南特校长出版《教育与自由》（《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详细阐述了其教育哲学，提出了美国“自由
学校”的教学目标，再一次强化了提高社会流动性及

全美选拔优秀青年的观点，甚至把校园内的民主建设

视为美国民主社会的重要工具，以此扩大市民的民主

教育范围，促使美国民主意识在科学领域、工业领域、

经济领域及政治领域得到确认与保持。事实上，柯南

特校长坚信好的教育体系不仅选拔与教育优秀精英分

子，也教育整个社会的普通大众，这一教育体系所能提

供的民主机会，将最终决定着全社会民主发展水平，因

此利用“通识教育课程计划”将美国教育体系与民主

社会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教育革新，意义格外深刻。

（三）其它教育革新中的民主思想

除“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计划及“通识教育课程

计划”外，柯南特校长的教育革新还表现在“教学文科

硕士”学位设立，“临床教授”席位设置，拉德克里夫女

子学院学生首次与哈佛大学男生同堂上课等事件之

中。虽然，这些教育革新并无“哈佛大学国家奖学金”

计划与“通识教育课程”计划影响广泛，但从其革新形

式与内容上来看，却包涵民主教育思想的指导。经济

危机时期设立“教学文科硕士”学位，暗示了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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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与国家未来民主之间的一种含蓄关系，是柯南特

校长解决大学教育现实问题时提出的一项有效措施，

因这一学位的设立而强化了学院之间，甚至是整个大

学内部的合作关系，打破了知识造成的专业、院系、课

程之间的鸿沟，建立了一种内部民主沟通与合作渠道。

柯南特校长几十年致力于“教学文科硕士”的管理与

改进，本身即表现着他对教育民主革新对美国社会结

构建设作用的重视。

此外，柯南特校长为“临床教授”席位争取平等学

术地位的过程中付出了长期努力，反对将“临床教授”

一职视为“大学里的二等公民”，呼吁应给予“临床教

授”平等的学术地位，并为“临床教授”一职颁发与其

学术领域相同的证书，试图通过这一行为在大学校园

内部建立一种制度上的民主意识与民主规范。

另一方面，对于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的女生来说，

１９４３年夏能够获得与哈佛大学男生同堂听课的权利，
已不仅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次民主进步，而是人类文

明史中男女平等的重要象征之一，它不仅从形式上打

破了从前男女分校，忽视女性受教育权的歧视政策，更

重要的是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哈佛大学，将男女同校的

“暂时性”政策定为“永久性”政策后，极大地促进并带

动了全美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权的关注，使女性在高

等教育领域内的民主权利与民主自由逐渐加强。

三、结语

许多学者将柯南特校长的教育革新视为一种“社

会发明（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暗示其教育创新对社会建
设的贡献及影响。然而，柯南特本人却始终自诩为

“一个意志坚强的理想主义者（ａｔｏｕｇｈ－ｍｉｎｄｅｄｉｄｅａｌ
ｉｓｔ）”，其民主教育革新主要围绕教育机会公平、社会
流动性保障、教育阶级差异性消除、平等职业地位的获

取及个人发展最大化自由获取等方面展开，一生执著

于用自己的民主教育理念建设美国社会。

柯南特校长亲历了经济危机、二战、冷战及欧洲与

日本重建，对民主思想及民主意识有深刻的历史认识，

在担任哈佛校长期间，其民主思想透过教育革新不断

被传达，对引导全美民主教育发展，及民主社会建设发

挥了重要作用，并将民主建设与哈佛大学社会功能相

联系，将大学、国家、民主三者之间的共建紧密联系在

一起，其教育革新不是对高等教育进行简单改善，而成

为了全美民主建设的重要动力与载体，从中不难看出

柯南特校长试图利用教育体系建立理想民主国家的决

心与努力。

柯南特校长自传中曾谈及早在１９２０年就有成为

哈佛大学校长的想法，虽然那只是他早年三个梦想之

一，但却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梦想。从大学

教授到大学领导，从科学家到教育家，柯南特始终认为

教育拥有两个基本目标，其一便是保障民主，将民主思

想培育到下一代工业、学术、政治等领域中去。著名心

理学家、教育家杰罗姆·布鲁纳（ＪｅｒｏｍｅＢｒｕｎｅｒ）评价

柯南特：“作为战后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是完美的领

导者，……他在战前一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十分了解

哈佛，并不是管理哈佛大学的新手……。”［５］１５５这一评

述，正透彻地诠释了柯南特校长二战期间的教育革新

对哈佛大学所做的贡献。前任哈佛校长劳伦斯·洛威

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Ｌｏｗｅｌｌ）在柯南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前，
曾写信建议：“创造出一个与你前任不同的新道

路。”［５］７８虽然，柯南特的母亲曾经认为柯南特缺乏足

够的创新力，万事都依据公式或定律做事与观察，难以

管理好像哈佛大学这样的一所高校，但在柯南特校长

几十年的革新努力下，哈佛大学确实于二战期间开创

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体现出了柯南特校长教育

革新能力对哈佛大学的卓越贡献及深刻影响。事实证

明，柯南特校长不仅不缺乏创新力，而且还是一位意志

坚定，勇于开拓的民主教育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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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德国教育学者最早提出了教学
交往理论，其中心思想是正确地处理教学中的师生关

系。这种理论一经提出，就给传统的课堂教学带来了

不小的震动。至今，在我国绝大多数的高校课堂教育

中，仍未摆脱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掌握着学术

知识的一手资料，而学生缺少积极独立获取学习资料

的动力。特别是到了互联网电子时代，学生们更倾向

于从网络“百度”直接经验，不愿意多花时间查阅书籍

资料建立系统的知识构架，导致产生“只重结果，忽略

过程”的零互动教学模式。在高校网络普及的时代，

如何开展课堂互动教学，改善师生关系成为一个崭新

而又急迫的课题。

一、手机微信课堂互动平台的建立

自手机移动媒体出现以来，即时通讯成为最高效、

快捷、廉价的信息交流方式。微信的出现打破了短信

时代“点对点交流”模式，增加了 ＱＱ所不具备的“语
音对讲”，在微博的公开舆论平台上延伸出“朋友圈”

私密舆论范围，在第一时间成为当下大学生们首选的

信息交流工具。经观察，笔者发现，学生们擅于利用微

信快速便捷的特点，建立不同的微信群，在不同的分类

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呈现出与课堂完全不同的精神

风貌。

利用传播学的学科理论，笔者在班级中建立了

“微信课堂互动平台”，在课余同学生们分享专业知

识，培养学生学习热情，建立起以学生掌握知识、培养

个性、发展能力为中心，人们行为方式、行为结果为内

容的系统［１］。该互动平台主要有以下几项功能：

（一）以微信为桥梁，加强师生互动

微信既可以满足点对点的个人好友对话，也可以

实现点对面的群体交流，同时还可以设置好几个不同

的群组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分开教育。由于微信的实

时互动性，通过微信可以更加全面了解学生们的价值

观念、人际交往情况，对热点问题的关注，为教学提前

做好准备。例如，以“马航３７０失联”事件在微信公共
平台上的传播模式为案例，在课堂讨论什么是新闻报

道的“人文关怀”。前提是笔者发现在微信朋友圈中

不少同学转发、评论这一事件，他们已经对此有充分的

了解，很容易打破课堂沉静。讨论的目的在于让学生

们认识到他们私下里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与课堂的

紧密联系，培养学生离开教材独立思考的能力，联系实

际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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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微信的朋友圈功能也可以消除学生对

老师的畏惧感，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师生相互“点

赞”，做到以情感交流带动理论教学。

（二）以微信为渠道，加速信息传递

在传统的高校课堂中，教师讲完课就“消失”了，

有的学生结束了一门课的学习对教课老师的信息还是

一问三不知，师生之间交流少、见面难，使得学生自然

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

首先，微信互动平台的建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及时联系到任课教师请教

问题，教师也可以随时关注学生动态督促学习。笔者

曾经要求学生完成作业后拍照上传至所在的班级微信

群，这样第一可以掌握学生的积极性，无形中给落后偷

懒的同学增加压力；第二避免了相互抄袭和网络抄袭，

实现公开自主完成作业；第三将作业公开化，学生相互

之间可以讨论分析、吸取更多的观点丰富自己的知识

体系。

其次，教师掌握着很多专业资源，利用微信可以随

时将社会热点问题、专业前沿教育、校园最新资讯传播

给学生。同时，学生也可以将自己感兴趣的，希望深入

了解的话题转发给教师，使老师可以做到有针对性地

教学。不论是转发各类知识信息，还是发布通知公告，

都拓宽了信息传递的广度，让学生更加投入校园文化

的学习氛围中来。

（三）以微信为平台，加强课堂反馈

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最能体现传播效果的就是

“反馈”。而反馈又是在实际的交流环节中最容易被

忽略的一环。４５分钟的课堂教学结束后，老师并不知
道学生掌握了多少内容，吸收了多少知识，唯有靠考卷

来体现。而高校学习的特点是，不少学生靠考前突击

往往能获得不错的成绩以此来麻痹老师，造成恶性循

环。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笔者通常的作法是，在学习完

一个理论之后，要求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发现实例，利用

所学理论分析，并且利用微信随时上传。实际上，这项

作业是“双赢”：微信本身就是一个传播渠道，而学生

作为传播者，将所发现的案例作为传播内容上传，笔者

和其他学生参与讨论就是对内容的反馈，而讨论的热

烈程度和结果就是传播效果，完成了一个信息传递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有的学生找了不合适的案

例，并没有人参与到讨论中来，这就是真实的“零反

馈”，他的信息传播工作没有获得良好传播效果。同

时，笔者也掌握了该学生没有正确地把握住课堂理论

的学习，选择错误的案例就是他对课堂知识学习的

“反馈”。

二、微信互动平台中的考核办法与评价机制

微信互动平台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课堂“灌输

式”教学的不足，是为了实现教学目的服务的。微信

互动教学，并不是单纯地知识传递，更多的在于老师与

学生之间的精神情感交流，是一种教学的“工具”。传

播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利用微信建立一套教

学考核办法，可以真实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在学

生群体中，总活跃着一些“意见领袖”，他们所关注的

话题虽然不同，却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长期的实践

过程中，笔者逐渐掌握了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特

点，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引导，从细节给学生打分，更

加公平。例如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在系统学习专业知识

后，自己开设了校园社团的公共页面、组织校园活动、

参加各项比赛，都有不小收获。这些实际行动都体现

在课外，将课堂表现与课外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考核与

评价，尊重学生的实际劳动成果，避免期末考试“一刀

切”，也能得到学生的信任。

三、课堂互动平台的局限与不足

在微信时代，积极的观点态度可以迅速传播，消极

的舆论同样也在蔓延。笔者认为利用微信实现互动教

学，应该注意避免以下问题：

（一）知识结构碎片化

微信传播是随机的、随时的，它提供一种平等的交

流平台，鼓励创新、强调个性，却因为学生缺乏系统性

的思考，很多内容都经不起推敲。高等教育的主要目

的就在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缜密化、逻辑化、系统化，从

而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２］。

教师在关注学生课外动态的同时，要把握信息传

递的节奏，在学习的某一阶段着重引导学生思考所学

内容，过滤掉无关信息。在利用微信平台的同时搭建

系统理论框架，防止信息碎片化引起学生思维出现偏

差。尤其是面对虚假、煽动类信息，更要及时删除避免

误导学生。曾经民谣歌手宋东野的歌曲《董小姐》经

过选秀节目《快乐男声》中选手的演唱而一时红遍全

国，笔者以此作为案例讲解当传播渠道发生变化后，从

民谣乐队酒吧演唱的“小众”模式到电视娱乐节目的

“大众”模式改变了同一首歌的传播效果。但学生们

却将焦点关注于歌曲本身和选秀歌手的信息，这样的

“碎片化”不仅没有加强教学效果，反而造成学生兴奋

点和注意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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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信用户的从众效应

微博微信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威，使

得传统的精英阶层的话语权变得模糊，凸显了草根阶

层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话语权，构建了一个机会均等、

平衡的舆论平台［３］。然而由于在校大学生的兴趣广

泛，对于微信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很有可能“只转

发，不阅读”。为了与班级同学保持一致，在老师发布

的信息下面积极回复或是点赞，却很难保证其真正进

行了阅读并思考，甚至有不少人是出于习惯，在每一条

信息下面都有回复，目的在于获得前几名留言的位置

而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

（三）过度依赖，产生学习惰性

在传统的高校教学中，都极力避免网络电子产品

走进课堂。有的学校甚至开创出在课前交手机的管理

办法，目的在于让学生集中注意力认真听讲。而微信

课堂互动平台的建立，似乎给学生造成了一种可以肆

意玩手机的错觉。微信平台建立之初的使用范围限定

于课余时间，自制力差的学生却很容易沉迷于此，打着

“教学要求”的旗号玩手机，不仅没有产生积极影响，

反而加重了对于网络的依赖。

综上所述，高校教师在教学环节应该擅于利用网

络新媒体技术，不断创新工作模式，与时俱进。对微信

平台的正确使用，贴近学生实际情况，使其成为课堂教

学过程中的有力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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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英语辩论课程课堂教学效果评价调查

徐素云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随着辩论活动在大学生中兴起，一些大学已经将英语辩论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开设。但目前
还缺乏公认的、可借鉴的教学模式供教师参考。为了清楚地了解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评价和反馈，在课程结束

之后，对参加英国议会制英语辩论课的９６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英语辩论对他们的英语学
习有较大帮助，学生较积极地参与课堂主题辩论。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适度地讲解辩论理论和技巧，充分地

启发学生获得主题背景知识。这些发现鼓舞了英语辩论课的开展，为课程的改进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英语辩论课；英国议会制；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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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年来，随着各种英语辩论赛事（如“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国际辩论教育协会（ＩＤＥ
Ａ）主办的ＣｈｉｎａＯｐｅｎ英文辩论赛等）在国内大学的开
展，越来越多的学生———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非英语

专业，通过参加英语辩论的培训、比赛、裁判等，在语

言、思维、交际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受这些学生

在课外、校外辩论活动中获益的触发，一些学校开始将

英语辩论作为一门课程引入专业培养方案和计划中，

以使更多的学生通过辩论课堂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提

升逻辑分析思路、增强跨文化沟通意识［１］。西安交大

城市学院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尝试在英语专业学生中开设
“英语辩论”课程，在教学目标、课程模式、教学方法等

进行多轮次调整和改革，但仍然离成熟和完善甚远。

因此，有必要在学生上完该门课程后，对他们进行调

查，以收集他们对英语辩论课程的评价，为课堂教学的

改进提供切实的依据。

一、英语辩论

（一）英语思辨能力与辩论

思辨能力是指“为了决定某东西的真实价值而运

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并最终做出有

理据的判断”［２］，在思辨能力中，思考、评价和判断是

核心元素。

近年来，有关“思辨能力”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外语

专家学者以及外语教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

注。我国高等外语教育过于强调语言技能训练和记忆

模仿而忽视了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模

式［３，４］，使得大学生，尤其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患有明

显的“思辨缺席症”———学生的发音、词汇、句法等功

底基本能满足表达的需要，但表述出来的观点内容空

洞、思路狭窄、逻辑混乱、条理不清，缺乏较强的分析、

综合、判断、推理、思考和辨析能力。２０００年的《高等
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前瞻性地指出“……要

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专业课教学中

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多角度

分析问题等多种思维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难题等

创新能力；在教学中要正确处理语言技能训练和思维

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思辨能

力的培养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外语教育专家及学

者的认同和倡导［５，６］。

辩论是一种对语言和思辨能力要求极高的交互式

活动，对某个争议性话题持相对立场的双方通过各自

陈述支持或反对的理由（即立论）并驳斥对方理由中

的错误之处（即驳论）来鲜明地表达观点。辩论的话

题通常有两种：价值性辩题和政策性辩题，辩手需要对

辩题发生的背景进行描述、说明，分辨出现状下存在的

７２



主要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评价，或者剖析产

生问题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和建议。在

辩论中辩手需要有清晰的逻辑思路，能分清事实和观

点、原因与结果、主要与次要；辩手还需要有宽广的视

角和知识面，能权衡各相关方的利益得失，能从多个角

度看待同一话题；同时辩手也需要有流畅的语言表达

能力和全心倾听抓住核心的能力。因此，辩论活动，尤

其是英语辩论，对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７］。

（二）英国议会制辩论与英语课堂

英国议会制辩论（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ｅｂａｔｅ）是
世界大学生辩论赛（ＷＵＤＣ）和国内“外研社杯”英语
辩论赛的赛制形式，源于英国内阁在下议院的例行辩

论，由四支队伍组成，每个队伍有两个辩手；支持辩题

的两个队伍被称为“政府方”，反对辩论的两支队伍是

“反对方”；整场辩论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也称“上

院”和“下院”。八个辩手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称

号，也即意味着他们必须各司其责，但却又需相互合

作、相互竞争。议会制辩论的价值在于通过双边、四

队、八人的巧妙制衡，既凸显正、反双方论辩的基本立

场，又在上、下两院的合作与竞争中鼓励稳打基础、出

奇制胜，尤其通过设置党鞭（Ｗｈｉｐ）角色，让最后上场
的两位辩手能拨开辩场上双方观点争锋对立带来的硝

烟迷雾，击中争辩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并理性地分析正

反方的优劣势，往往能让观众和评委有拨开浓雾见日

出之顿悟。议会制辩论的赛制和规则较为复杂，因此

对于新参加辩论的学生而言，他们不仅要学会如何构

建基础的论证单元（Ａｒｇｕｍｅｎｔ），还要弄清繁杂的规则。
鉴于英国议会制辩论对辩手的职责、辩论技巧、语

言锤炼都有促进作用，因此一些英语教师将其引进辩

论课堂，促进学生在辩论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提升课堂

语言练习的效果。议会制辩论是英语语言形式与西方

思维和文化的完美结合，既可以充分体现教师在议会

制辩论课堂中的引导角色，又可以发挥大学生作为辩

手的主人翁精神，所以设立议会制辩论课程，能够在真

正意义上锻炼学生的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多角度

分析等思维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创新能

力［８］。周峰等（２００７）认为将议会制辩论引入高级口
语课堂非常有意义，能帮助学生在跨文化的论辩场合

不仅说得出口，而且说得有内容、有逻辑、有道理［９］。

淮艳梅等（２０１３）为测评议会制英语辩论课堂中思辨
能力和二语习得的协同效应，对全程参与课程的４１位
学生采用问卷方式调查学生对该课程的评价，结果表

明学生完全赞同或基本赞同“议员”角色对思辨能力

认知、价值观塑造、思辨结构认知和二语习得等方面均

有较大幅度促进作用［７］。

（三）西安交大城市学院的英语辩论课堂模式

我们的英语辩论课为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在

第六学期进行。课程分为两部分：辩论技巧讲解、主题

辩论训练。前半学期中，教师主要讲解如何构建论证

单元、议会制辩论规则、正方立论、反方立论、驳论与质

询，这些技巧的讲解以理论讲授、实例分析、课堂讨论

为主。待学生充分理解辩论理论和技巧之后，后半学

期开始课堂主题辩论，教师在课堂辩论之前把相关主

题提前告诉学生，向学生普及背景知识，学生在课外自

己补充背景资料。在课上，学生按照议会制的形式，待

辩题公布后，进行２０分钟的准备，然后在小组内进行
辩论。各组辩论结束之后，由评委进行点评，教师在最

后组织全班学生对辩题进行分析和解读，共同探讨如

何为正、反双方立论，并对这些论点和立论过程进行

评述。

英语辩论被引入我国大学课堂才不过２０年，而
单独作为一门课程也只是近十年的事情，且只在少

数学校开展。在英语辩论课堂中，如何兼顾语言练

习、逻辑分析、课堂参与，从而使学生能真正地从这

门课程中获得思维上的启发、跨文化的沟通、英语表

达能力的提高，国内对此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不够，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学生对英语辩论课程的评价，对

该门课程的课堂开展模式进行探索，为课程的改进

提供实践上的指导。

二、课程评价调查

（一）研究问题

尽管教师们都认为英语辩论对英语学习具有积极

意义，但学生对英语辩论本身的认知和感受程度以及

对采用议会制形式的英语辩论课堂的反馈如何，还不

得而知。而且平时一些学生表现出对英语辩论的热爱

或者憎恶究竟能否反映学生整体上的感受，也未为所

知。本研究希望借助调查问卷来解答以下问题：

（１）英语辩论对英语学习有哪些帮助？程度
如何？

（２）英国议会制的辩论形式帮助还是阻碍课堂辩
论活动的开展？

（３）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参与主题辩论的情况
如何？

（４）辩论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担当什么角色？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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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对象

本课程评价的调查对象为我校英语专业三年级

９７名学生，分为三个自然教学班，在第六学期每周上２
节英语辩论课，课程持续 １６周。９７名学生中男生 ７
名，女生９０名，年龄在２０－２２岁之间，均具有正常的
判断和评价能力。因本课程为英语专业的必修课，９７
名学生中有９６名从前到后参加本门课程的培养过程，
按要求完成出勤和考核任务，获得相应的学分。

（三）调查问卷

因笔者想全面地、准确地了解学生对英语辩论课

程的评价和反馈意见，在设计调查问卷时，从三个方面

对调查项目做了界定：对英语辩论的认识、对英语辩论

课的意见、对上课效果的评价。调查问卷一共有１８个
项目（问题），其中１７个为选择题形式，除第４题外，
选项均为李克特五级制，１个为排序题，所有项目均围
绕研究问题进行。

对该调查问卷的信度（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检测显示：１６个
带李克特选项的项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介于
０．８１５～０．８４４之间，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０．８３６，这
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结构效度检测的数据表

明其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８８１，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的显著水
平为０．０００，说明该问卷的各组项目之间具有共同性，
能反映出各组因子的特点。

表１　英语辩论课程课堂教学调查问卷信度与效度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ＮｏｆＩｔｅｍｓ

．８３６ １６

ＫＭＯａｎｄ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８０９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
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ｘ．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４０６．６２５

ｄｆ １２０

Ｓｉｇ． ．０００

　　该问卷的各项题目具有不错的信度和效度，因此
可以用来对调查对象实行调查，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

准确回答。

（四）调查过程与数据分析

在所有的学生都参加完本门课程的学习和考核之

后，笔者将学生召集到一起，对其交代本调查的意义，

并特别强调本调查是在课程成绩考核之后进行，对他

们的分数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

的上课情况和想法作出真实的选择。学生在拿到纸质

调查问卷后，有充分的时间（约３０分钟）思考和权衡，
因此他们对项目的回答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出他们对

本课程的评价。参加调查的学生一共有９１名，回收问
卷９１份，占上课学生（９６人）的比例为９４．７９％，完全
能代表参加本课程所有学生的意见和感受。

回收的问卷经过检查，均为有效问卷（９１份）。对
各项目的回答都输入电脑，利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描述性
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三、课程评价调查结果与讨论

英语辩论从一项课外活动发展为一门语言课程，

英国议会制辩论形式从顶级的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赛

制普及为国内英语辩论赛的主流赛制；更多的学生参

与到英语辩论训练中，越来越多的学校将英语辩论作

为非英语专业的选修课或者英语专业的必修课。这些

都说明采用议会制形式的英语辩论课程具有极大的价

值。但教师如何上好这门课？学生如何从课程中学到

更多、受到更多启发？本研究从了解学生对课堂教学

的评价入手，以探索适合我国学生的英语辩论课程教

学组织模式。

（一）英语辩论对语言学习的作用

无论是经常参加课外英语辩论培训和各种英语辩

论比赛的学生，还是只是在课堂上接触一个学期的英

语辩论的学生，都坦诚辩论对英语语言学习具有积极

意义。调查数据（表１）显示：学生普遍认为英语辩论
对提升英语听说、培养英语思维、拓展跨文化沟通和促

进辩证地看待问题都有较大的帮助，平均值在３．７７以
上，接近４．００（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在英语思维和辩
证分析问题上帮助更明显。

表２　英语辩论的作用

Ｉｔｅｍ Ｎ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对英语听说 ９１ ３．７６９２ ．８７０２１

对英语思维 ９１ ３．９７８０ ．８６８９５

对文化知识 ９１ ３．８４６２ ．８６８２４

对辩证分析 ９１ ３．９１２１ ．８１１７０

　　这是因为英语辩论涉及到大量的、高强度的英语
口头表达和听力理解，所以长期的辩论训练能促使学

生连续不断地进行口语交流；而且辩论中的听说训练

具有鲜明的主题和内容，都是学生关心的话题，他们对

这些话题有一定的了解、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有足够勇

气和胆量开口表达。一旦对方提出相左意见，学生心

中的斗志被激发出来，有强烈的欲望要推翻对方的观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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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推陈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激情的推动下，哪怕是平

时内向的学生，也希望能抓住自己的话语机会畅述

论证。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只有思路清晰，才能流利地用

语言表达出来。在英语辩论活动中，辩手通过对具体

问题的描述、原因的分析、几种解决方法的比较，运用

归纳、演绎、假设、类比等论证方法，可以充分、清楚地

展示出支持或者反对辩论题的种种理由。因此，辩论

能够促进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英

语学习到了一定的阶段会遭遇到“瓶颈期”，这时，语

法知识基本掌握，词汇量也能满足日常表达的需要，但

要想赶得上母语者那样流畅和地道地使用英语则显得

遥不可及。其实，语言学习的较高境界就是思维的适

应和文化的体会，学会像母语者那样思考，像母语者那

样理解语言文化现象，就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所

以英语辩论可以帮助学生用英语来思维，用西方文化

视角来洞察现象、解决问题。

（二）英国议会制辩论的作用

鉴于英国议会制辩论参与人数多、规则复杂、评判

标准多元，笔者在课堂辩论中介绍和推行这种辩论组

织形式时，心里没有底，不知道学生会不会对其产生抵

触，会不会过于在乎辩论的组织形式而忽视了辩论的

核心内容———构建论证单元。调查结果（见表３）让笔
者松了一口气，至少学生对英国议会制辩论的组织形

式（Ｍｅａｎ＝３．５２７５）和考查方式（Ｍｅａｎ＝３．４６１５）不反
感，甚至还认为稍有积极作用。

表３　议会制的作用

Ｉｔｅｍ Ｎ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议会制形式 ９１ ３．５２７５ ．７２０２０

议会制排名 ９１ ３．４６１５ １．０７８１４

　　英国议会制辩论只是辩论展开的一种形式，它能
让学生有次序地进行论辩，同时又通过规则的设定让

学生能对辩论场上随时出现的、无法预测的论点进行

即时回应。尽管规则复杂，评委的评判标准多元，但英

国议会制辩论还是非常重视辩手的立论构建———用简

单、充分的论据推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无论是

八人轮流上场，还是评委对各队伍按照一、二、三、四的

顺序排名，都是围绕立论和驳论进行。是否采取英国

议会制形式，并不影响学生的思维分析和语言表达，他

们需要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教师可以根据班级大小、

学生特点对英国议会制形式进行改动，或者只需规定

基本的规则，给学生更多的发挥空间和自由度，鼓励学

生更多地参与课堂辩论。

另外，学生对议会制中辩论结果的排名持中立态

度，这出乎笔者的意料。后来询问过几名学生，他们表

示不看重课堂中谁赢谁输，他们在乎的是在课堂上大

家都有“不可动摇”的话语权，而且通过论辩，大家看

问题的角度更广、思考更深了。学生对排名的不置可

否态度恰好也能避免在激烈的辩论中出现洋洋自得、

闹矛盾、使性子等负面情感的干扰。

（三）学生的参与程度

英语辩论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应该以学生

为主、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参与意愿，像上其他的

课程一样，学生需要在课前进行准备、课中积极参与、

课后进行回顾和反思。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可以

从表４看出，学生在上课前还是根据教师的提示，对相
关主题背景资料进行查阅（平均值为３．７０３３，表示会
“查一些资料”）。经过这样的主题知识拓展后，学生

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比较高，Ｍｅａｎ＝３．９５６０，表明学生
较多地参与到课堂主题辩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在

“课中参与主题辩论”项目上，学生回答的最小值为

３．００，说明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主题辩论。课后学生
也会对辩题“有一些回想”（Ｍｅａｎ＝３．６０４４）。

表４　学生参与

Ｉｔｅｍ 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课前准备

背景知识
９１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７０３３ ．９００５５

课中参与

主题辩论
９１ ３．００ ５．００ ３．９５６０ ．７５８８３

课后反思

立场观点
９１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６０４４ ．９４１３８

　　学生对主题辩论的参与很好地说明了英语辩论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学生也基本掌握了课前

－课中－课后这种通用的学习方式。以内容为依托的
课堂主题辩论的模式能促使学生在课外多阅读主题材

料（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增强他们的自主学习意

识。而课后的反思也很有必要，能让学生回顾自己的

课堂表现，借鉴同组、同班学生的观点，从而更加客观、

理性地看待相关争议性话题。

对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项目进行相关性分析后，

笔者发现课中参与与课前准备具有积极的相关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０．２７３，Ｓｉｇ．＝．００９），课中
参与与课后反思具有更强的相关性（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０．４１１，Ｓｉｇ．＝．００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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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课前、课中、课后相关性

课前准备

背景知识

课后反思

立场观点

课中参与

主题辩论

课前准备

背景知识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１ ．４１０（） ．２７３（）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 ．００９

Ｎ ９１ ９１ ９１

课后反思

立场观点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４１０（） １ ．４１１（）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 ．０００

Ｎ ９１ ９１ ９１

课中参与

主题辩论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７３（） ．４１１（） １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９ ．０００

Ｎ ９１ ９１ ９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２－ｔａｉｌｅｄ）．

这是因为课前的充分准备能使学生对主题辩论更

有信心，能使学生对辩题的分析更深刻、思考更全面、

角度更高远；带着这样的准备，学生在课堂上的主题辩

论中自然就能更加地投入。同时，经过课堂上的激烈

争辩，正反方相互交流论证之后，学生的思维被激发出

来，在课后也就不自觉地对课堂辩论进行再次的回顾、

整理、对比、综合。所以学生学习英语辩论这门课程

时，需要发挥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前储备背景知

识，在课堂中主动参与，在课后回顾和反思，才能更多

地从英语辩论中受益。

（四）教师在辩论课堂上的角色

笔者在英语辩论课堂中，轻理论，重实践，少讲复

杂的技巧，多借助实例来展示。在前半学期的课程中，

采取理论、技巧、加实例的教学方式；后半学期的课程

中，组织学生进行主题辩论，教师则只在辩前提供辩题

背景知识介绍，辩后进行点评。对于这样的上课方式，

学生的评价普遍较为肯定。学生认为辩论理论知识的

讲解和具体技巧的演示很有必要（Ｍｅａｎ＝４．４５０５），从
最小值（Ｍｉｎｉｍｕｍ＝３．００）可以看出没有学生认为它
“完全没必要”或者“没必要”。而且教师在相关方面

的讲解恰到好处（Ｍｅａｎ＝３．０３３０，表示刚刚好），学生
对此项目的意见比较集中，偏差为０．５４５７。教师对主
题背景知识的讲解也有必要（Ｍｅａｎ＝４．２９６７），但学生
普遍反映（偏差为０．５０２７）教师对主题辩论的点评则
稍有不足。

除有丰富辩论经验的学生外，上本门课程的大部

分学生还是对英语辩论很陌生，不知道英语辩论与演

讲、自由式谈话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教师的确有必

表６　老师的作用

Ｉｔｅｍ 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理论技巧讲

解必要性
９１ ３．００ ５．００ ４．４５０５ ．６０１１８

理论技巧讲

解充分性
９１ ２．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３３０ ．５４６７２

主题背

景知识
９１ ２．００ ５．００ ４．２９６７ ．６９１１３

课堂辩

论点评
９１ １．００ ３．００ ２．６４８４ ．５０２７４

要对学生普及辩论的基本常识和理论，给他们讲解如

何构建论证单元、如何避免武断、如何有效驳斥、如何

拓展论述、如何分析冲突点等。

将教师“主题背景知识讲解”和学生“课中参与辩

论”这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皮尔逊相关系

数（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０．３０４，Ｓｉｇ．＝０．００４，表
明教师的背景知识讲解与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主题辩论

的程度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英语专业学生以女生

偏多，不太涉猎教材以外的知识，也不太关注时事资

讯。而英国议会制辩论的主题多数偏向西方的价值

观，涉及面较广，熟悉的有国内的英语教育改革、动物

保护，不熟悉的有核电站的建设、发展中国家文物的保

护等。因此教师应该通过充分的备课将学生引导到相

关背景知识中去，让学生对某个主题的缘由、发展过

程、争议、影响等有一定的认识和心理准备，从而启发

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思考，降低他们对辩论的焦虑和

害怕，帮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辩论中来。

教师对课堂主题辩论的点评稍显不足，一是因为

教师自身的辩论经验比较缺乏，知识储备不足，不能深

入浅出地分析和点评，所以教师需要不断地加强学习；

二是因为课堂主题辩论是以小组为单位，教师一次只

能全程跟踪一个小组的辩论，无法分身参与点评其他

小组的辩论；三是受课程时间所限，每次课时长只有

９０分钟，而学生准备和开始辩论就需要７０分钟，这还
没算上各组评委点评的时间，留给教师进行全班点评

的时间就更短了。所以教师需要在辩论的组织形式上

做出适当调整。

四、结语

英语辩论课程中通过教师讲解辩论理论和技巧、

学生以英国议会制的形式参与主题辩论的模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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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主体、以主题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方式。对于

这样的课堂教学，学生的反馈总体上是肯定的。英语

辩论可以帮助学生提升英语听说、逻辑思维，增加学生

的文化知识储备。在课堂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把握

辩论的核心内容，而对于辩论的组织形式则无需过多

耗费精力，只需明确基本规则即可，可以给与学生更多

自由度。学生在辩论课堂上的参与动力来自于对主题

背景知识的了解，学生可以在课前充分地搜索背景资

料，教师也应该引导学生关注相关背景知识。教师在

辩论课堂上适当地讲解理论知识和技巧是有必要的，

但不要过多过深，应注重组织学生参与辩论活动，让学

生在英语辩论实训中锤炼语言表达、提升思维、拓展知

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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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获第十届“挑战杯”

陕西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５月２１日下午，由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学生联合会、西安高新区管委
会、陕西省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承办的第十届西安

高新“挑战杯”陕西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闭幕。“挑战杯”竞赛被誉为中国

大学生学术科技活动的“奥林匹克”，是目前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竞赛。西安交大城市学院经

济系宋爽老师指导的王弋（国贸２０３班）同学的社会科学论文类作品《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与区域产业
竞争力分析》荣获大赛一等奖。另外，由机械系陆佐伟、计算机系马慧敏两位老师指导的律昌硕（机制２０２
班）等同学的科技发明制作类作品《空间视教仪》荣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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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高校学生生涯规划教育探析

张学堂，马　瑞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中，大学生实现充分和高质量就业已越来越引起社会、高校和大学生本人
的关注，而与之相关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更凸显其重要性。通过分析大学生要实现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应具

备的就业能力，探析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生涯规划教育的意义及方法，以推进高校生涯规划教育的发展和学

生就业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　高等学校；就业能力；生涯规划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３０４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中，大学生
由社会精英到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回归，充分说明了大

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和就业质量的不容乐观。大学生

就业质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其影响因素有

诸多方面。就大学生自身而言，除了由社会、高校、用

人单位等外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大学生自身的就业

能力才是影响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

为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断提高大学生就业

质量，各高校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就业指导教育。在形

式多样的就业指导教育中，以贯穿整个大学四年，以就

业能力为核心的大学生生涯规划教育无疑是众多就业

指导教育中最有效的方法。

一、关于当代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思考

作为当代大学毕业生个体 ，在现实社会的影响

下，其服务社会、适应社会、赢得社会的成才观念逐渐

清晰 ，适应现实社会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高校、社

会、大学生三者之间的一个重要交汇点便是“就业”。

因此 ，一个直接反映高校办学效益、大学生竞争能力、

社会市场对高校评价及其毕业生择取标准的评价参数

便应运而生，它就是“就业能力”。

１．对当代现实中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思考
当代高速发展和进步的时代，与过去相比已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造就了今天大学生及早对未来

的思考力。在过去，大学生“被规划”和“被安置”的模

式下，除了考虑专业知识外，极少去思考在找工作这件

事情上，自己的优势或标准是什么。而到了今天，生涯

规划的理念在中国高校领域根植十多年以来，当今的

大学生逐步开始认识到，可以依据自己的标准活出自

己期待的样子，这一点在我们经常和学生的接触中会

很明显地感觉到。当今大学生工作后变换工作已经成

为一种惯性，而且近九成离职者是主动辞职。因此，可

以说是中国人对工作与职业看法的一种进步。

另一方面，在广大学生中，不乏学生发出“现在很

充实、未来很迷茫”“不知道大学毕业后自己到底该做

什么”等等诸多困惑。面对学生的这种困惑，我们似

乎很少去思考或引导学生去思考：就业准备，到底该准

备些什么？如今的时代，除了专业，用人单位对待人才

的标准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这

就是我们很多大学生为什么产生困惑的根源之一：对

工作世界抱持两个极端看法，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想

当然。

当代大学生迫切需要反思的是：用人单位需要的

人才是什么？大学生该学些什么？思考和回答上面两

个问题，就告诉我们：就业准备，需要准备的就是大学

生在职场中的就业能力。

２．就业难、就业质量低体现了学生就业能力的
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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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

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

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

领。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是大学生

在大学期间通过学习或实践而获得用人单位认可的综

合能力，它包括了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人格品质、认知

能力、专业技能、应聘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职业

目标发展和人际沟通交往能力等等。

我们从用人单位用人要求分析看，很多用人单位

主要看重的是大学生的学习能力、人格品质、专业知

识、实践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等；而对大学生来说，之

所以造成一部分大学生就业难，找不到自己心仪的工

作，正是因为缺失用人单位所要求和看重的这些能力，

而大学生所缺失的这些能力正是就业能力欠缺的具体

体现。综合分析，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１）学习能力方面　　学习能力主要是知识获得
与应用能力。现在的大学生在学习能力方面表现出三

个缺乏：一是缺乏将知识获得转化为知识应用的能力；

二是缺乏自学能力；三是缺乏创新学习能力。用人单

位在选择大学生时虽然重视学习成绩，但更看重大学

生的学习能力，因为学习能力不仅表现在学习成绩上，

重要的是学习能力强的人有一个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信念，能够更快地适应工作环境、胜任工作，发挥出

更大的潜力。

（２）人格品质方面　　人格品质是指大学生个人
素质特征，包括诚信、道德、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主

动性和独立性等。据调查，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

生时都把诚信道德放在首位。如今不少大学生的诚信

道德状况令人担忧，主要表现为没有责任感、诚信度

差、自由散漫、缺乏自信心和独立性。因诚信道德等方

面的欠缺确实影响着他们顺利就业和以后的职业

发展。

（３）职业目标定位方面　　目前很多大学毕业生
没有“职业目标”概念，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对

自己想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哪些职位能成功，自己潜

能有多大一概不知，到了大学毕业才“临时抱佛脚”，

乱投简历，盲目求职。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缺乏职

业目标定位，导致求职成功率低。

（４）人际沟通与表达能力方面　　有很多大学生
不擅长与人交往，缺乏与人有效沟通的技巧，在人际交

往中存在不自信、羞于开口、不尊重他人、不善于交流、

个性强不合群等问题。体现在求职面试中就会表现出

不能完整有效地向用人单位来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思想

及才华，或词不达意、信口开河、表达不当而面试失败。

不仅影响着顺利就业，而且还影响着以后的职业发展。

当然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不足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

面。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欠缺，制约了大学生的充分就

业和就业的质量。那么如何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就业

能力，则是我们亟待探讨和解决的课题。

二、大学生应具备的就业能力

就业能力是大学生个人素质的综合表述，同时也

是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有效保证。我们认为，大

学生的就业能力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１．基本工作能力　　实现顺利、充分就业的首要
标准是基本工作能力，既包括阅读、写作、计算、倾听表

达等基础能力，也包括人际交往、组织管理、协调沟通、

统筹规划、外语和计算机运用及操作等能力，作为我国

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这是大学生区别一般普通劳动

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因此，大学毕业生的基本工作能力被用人单位越

来越看重，因为它是就业后个人、单位的发展保持活力

的根本所在。

２．专业知识能力　　专业知识能力是运用基本理
论和方法解决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能力。专业

知识能力包括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

与专业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等。这种能力是大

学生在学校经过系统的专业课程讲授、培训和考核而

形成的。

要想在众多竞争者中鹤立鸡群、被用人单位选中，

专业知识能力是关键标准。应该讲，构成大学生就业

能力的根本要素是专业能力。

３．环境适应能力　　环境适应能力是指大学生对
于其现阶段或即将面临的新环境、新事物能否全方位、

多角度融入，并能够与之和谐相处。作为人的一种心

理特性的环境适应能力，是综合性的，是人适应周围环

境的能力。要想正确地选择职业，要想事业、生活取得

成功，大学毕业生必须了解自己的适应能力，在学习、

生活实践中积极地锻炼、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为就业

选择并走向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讲，环境适应能力是关系到大学生

成功就业的决定因素之一，只有充分融入所处的新环

境，才能在职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４．心理调试能力　　心理调适能力主要是指大学
生在求职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挫折和压力时，产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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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不利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迅速地做

出反应，做好自身的自我调整及恢复的能力。

当大学生真正地步入社会，走上求职之路时，良好

的心理调适能力是大学生顺利就业的助推器，这样大

学生能够积极应对求职之路的种种变化，让自己立于

不败之地。

５．创新及创业能力　　创新能力其实质是各种智
力因素和能力品质在新的层面上融为一体、互相制约、

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合力，它是一项综合能力。对当代

大学生而言，逐步市场化的就业趋势，“双向选择”成

为大学毕业生选择并最终实现就业所能选择的唯一途

径。如果大学毕业生竞争意识强烈，那么进入他向往

的用人单位的可能性必然就大。

创业能力从广义上讲是指创立基业、开创事业、开

拓事业、开拓业绩、创建新企业、新行业、新岗位的能

力。当今时代是一个创业的时代，社会为大学生创业

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也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

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政策支持，大学生所面临的创业机

会和选择越来越多，同时，各高校也在轰轰烈烈地举行

各种各样的创业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大学生创

业的热情。

６．社会认知能力　　社会认知能力是指目前大学
生在就业时能够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一个具体深刻

的认识，同时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全面性地把握，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新要求，明确

就业定位，实现角色转换，快速实现就业，并能根据经

济社会形势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就业目标，改善自己

的就业状况的能力。

从以上所述大学生应具备的就业能力可以看出，

就业能力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是大学生在

大学中认识自我、认识环境、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实现

就业目标的首要任务，而实现提升综合素质、完成首要

任务的有效途径就是积极参与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生

涯规划教育和生涯规划实践。

三、开展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生涯规划教育，有

效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

生涯规划教育在我国高校中已较为普遍实施，虽

开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开展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生涯

规划教育应成为今后各高校的共识。

１．生涯规划教育在培养大学生就业能力方面的
意义

美国职业指导专家萨帕（ＤｏｎａｌｄＥ．Ｓｕｐｅｒ）把个人

生涯发展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大学生在校四年正处

于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高校也就承担

了开展生涯教育，引导学生做好生涯规划的重要任务。

对学生未来人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和社会人才供求齿轮

的顺利衔接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大学四年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进入大学

后主动了解自己，认识自我，主动获取所学专业以及专

业对口的职业行情，思考自己未来的择业方向。确定

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职业兴趣和职业价值观，从自身

实际和社会需求出发，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据此制

定大学学习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人生目标，明确大学

生活目标，做好学业规划。增强个人发展的计划性，有

目标地在大学各阶段逐步实施提升就业能力。理性实

践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人职匹配，避免

就业盲目性，对大学生实现顺利就业、提高就业质量，

促进大学生职业生涯的良性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２．全面开展生涯规划教育，注重就业能力的培养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提高大学生

就业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但

从高校对大学生教育主渠道来看，从大学生入学开始

全程开展大学生生涯规划教育，是提高和培养大学生

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对策。

针对大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必须从大学生入

学开始进行大学四年全程指导，我们可以把大学期间

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指导的侧重点不同，而大学生

在每个阶段规划和提升的内容也不同。

第一阶段（大一）：生涯规划训练。此阶段的核心

任务是：新生定向与适应，了解自己的兴趣、技能、性

格、价值观，开始思考所学科目与生涯发展之间的关

系。此阶段建议可设计的活动包括新生定向服务———

编印《ＸＸＸ专业职涯辅导手册》、情景剧———“十年后
的自己”以及校园招聘单位信息展等。

第二阶段（大二）：通用职业能力训练。此阶段的

核心任务是：继续自我探索和人际探索，做好自我评

量，进入工作世界探索，扩大知识领域与技能，积累工

作经验。此阶段建议可设计的活动包括“技能管理档

案”———技能的辨析与打造、“职场隐形人”———影子

实习、“职场引路人”———生涯人物访谈等。

第三阶段（大三）：求职方略技巧训练。此阶段的

核心任务是：继续职涯探索，持续人际探索，设定目标

（考虑是否考研）、接受现实考验、吸取谋职新知。此

阶段建议可设计的活动包括“遇见未来的自己”———

求职／考研准备知多少、“ＨＲ思维训练营”———实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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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等。

第四阶段（大四）：职场拓展实战训练。此阶段的

核心任务是：谋职或准备考研，为职业选择负责，了解

职场法则；学习职场素养和职场礼仪，做好走进职场前

的准备。此阶段建议可设计的活动包括职场角色的转

变与定位讲座、职场礼仪课堂等。

通过大学四年不间断的生涯规划教育和训练，达

到大学生提升自身、了解社会、适应职场之目标。

当然，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方法和手段还有许

多，不能仅仅依靠生涯规划教育和依托生涯规划教育

进行的生涯规划训练。目前的大学生涯规划教育，重

探索、重求职、轻培养。大学对于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

集中在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上，其他方面培养处于无

意识的自然成长状态。大学的教育目标并非仅限于

此。打造一个贯穿于大学求学全过程的持续性生涯规

划教育，还需要从关注雇主要求、以就业能力培养为核

心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手段、提升教师队伍职业素养

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学生就业能力欠缺

状况日益凸现的情况下，目前各高校在就业指导方面

的工作只是侧重于帮助学生采取合适的营销策略将自

己推向市场，找到工作，注重的是就业率而不是就业

能力，没有很好地考虑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和未来发展

前景。各高校应开展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生涯规划教

育，指导学生生涯规划实践，利用学校、社会环境中的

有利因素，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需求，进行全过程、

多方位的生涯规划指导，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有

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为大学生成功

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做准备。

（责任编辑：张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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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城市学院第六届“蓝桥杯”软件大赛获佳绩

近日，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个人赛陕西省赛（软件类）在西安培华学院成

功举办。西安交大城市学院计算机系派出２２名选手代表学院参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其中唐宇琦、韩怡珍２
名同学获得Ｃ／Ｃ＋＋组陕西赛区一等奖，祝康乐等７名同学获得Ｃ／Ｃ＋＋组二等奖，贾晶晶等６名同学获得
Ｃ／Ｃ＋＋组三等奖。获省一等奖的２位选手同时获得晋级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届时将赴北京与来自全国各
高校的优秀选手一决高下。

该项赛事是目前国内领先的人才培养选拔模式和行业认可度最高的 ＩＴ类科技竞赛。大赛获得了各大
高校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好评，有来自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２００所高校的３万余名选手报名参加了个人
赛的角逐。本届大赛吸引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９８５／２１１院校的积极响应，大赛参赛
高校数量更多，范围更广，选手实力更强，甚至还有外籍选手加入，使得大赛成为领跑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学生

顶级赛事。

本次大赛同时也获得了各大知名高校和企业的高度认可，北京大学软件学院、北京科技大学、西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１５所知名高校为获奖选手提供保研直接面试并优先录取的机会，百度、
ＩＢＭ、中国电信、亚信联创、金证股份、文思创新、博彦科技、先进数通、东华软件、方正国际、同方鼎新、亿阳信
通、中国航天等上百家知名企业将为全国赛中获奖选手提供免笔试直接面试、优秀选手直接录用的绿色通

道，其中东华软件、金证股份等众多上市公司为持大赛获奖证书员工每月额外加薪５００－２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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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合法化研究

尹向毅，刘亚飞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浙江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合法化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美国各州主要通过判例法、立法、利
用原有法律等三种方式使在家上学合法化，其中立法是大多数州采用的方式。这些合法化方式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其中判例法与立法之间的相互影响最为充分。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实际上

突显了父母教育权威与州教育权威之间的冲突，而合法化的实质就是利用法律缓解了两者之间的冲突。目

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是非法的，应借鉴美国在家上学的合法化经验，尽快通过制定在家上学法律、

法规或者相关条例，或修改原有法律等方式，以确立我国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

［关键词］　美国；义务教育；在家上学；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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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给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
学下的定义为，义务教育阶段内“学生在家上学而不

是在其他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上学；每周在其他公立

学校或私立学校的注册时间不超过２５个小时；不是因
为暂时的疾病在家上学。”［１］简单来说，就是义务教育

阶段内学生主要在家接受父母或者其监护人的教育，

而不只是接受单一的学校教育。根据美国教育统计中

心２００８年发布的数据，２００７年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
学的学生数估计在１５０万左右，占整个学龄期儿童数
的２．９％［２］。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在美国已经被父

母广泛接受，成为替代传统学校教育的一种教育形式。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在家上

学的合法化。而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合法化是

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值得我

们国家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１９世纪以前，美国儿童在家接受教育是非常
普遍的。１８５２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第一个通过了强制
入学法令。到１９１８年，美国所有州都通过了义务教育
法，强制要求所有适龄儿童入学［３］。随着美国公立学

校系统与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儿童在家接受教育的

情况逐渐减少。但是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
初，由于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许多父母开始选择在家教

育自己的孩子。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克拉荷马州、印第

安州等极少数州外，大多数州认定儿童义务教育阶段

在家上学触犯了所在州的义务教育法有关适龄儿童强

制入学的规定，因此是不合法的。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

的发展历程。在家上学合法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合法化速度缓慢。而到了上个世纪８０年
代，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实践直接推动了美国基础

教育的改革。新自由主义倡导实现“消费者主权”，作

为教育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其父母对所接受的教育有

更大的选择权［４］。新自由主义对父母教育选择权的

强调，推动了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合法化速度

的加快。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９年，在家上学在２９个州先
后实现了合法化。１９９３年，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
学在美国各州获得合法地位［５］。这种合法地位的获

得主要通过哪些方式实现？这些合法化方式之间的关

系如何？合法化实质是什么？对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在

家上学的合法化有哪些借鉴之处？本文主要回答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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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二、合法化的方式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实现合法化的方式主

要有三种，第一种主要通过判例法的方式，以德克萨斯

州（以下简称为德州）为典型；第二种主要通过立法的

方式，以俄勒冈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为典型；第三种主要

通过利用原有法律的方式，以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以下简称为加州）为典型。

（一）判例法的方式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判例法享有很重要的地位，是

其最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判例法一般是指高级法院

的判决，确切地说，是一个判决中所含有的法律原则或

规则，对其他法院（甚至本院）以后的判决来说，具有

作为一种前例的约束力或说服力［６］。判例法的创制

是通过法官的司法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在某种程度

上判例法也被称为“法官造法”。［７］在判例法中，最重

要的原则是“遵循前例”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

例在全国有着法律约束力，各州最高法院的判例在全

州有着法律约束力。德州各级法院做出的有关在家上

学的三个判决奠定了其合法地位。这三个判例分别是

州地区法院审理的乐邦诉阿林顿（Ｌｅｅｐｅｒｖ．Ａｒｌｉｎｇ
ｔｏｎ）一案、州上诉法院审理的德州教育厅诉乐邦（Ｔｅｘ
ａ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ｖ．Ｌｅｅｐｅｒ，１９９１年）一案、州最高
法院审理的德州教育厅诉乐邦（Ｔｅｘａ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
ｃｙｖ．Ｌｅｅｐｅｒ，１９９４年）一案。这三个案件也统称为“乐
邦案”。

１．乐邦夫妇诉阿林顿学区一案
加尔布雷斯夫妇（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韦尔斯夫妇（Ｗｅｌｌｓ）

等超过８０名父母由于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被当地学
区的督促就学官员（ｓｃｈｏｏｌ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ｃｅｒ）处罚；乐
邦夫妇以及其他多名父母也面临阿林顿独立学区官员

的处罚威胁。１９８５年３月，包括乐邦夫妇在内的九名
夫妇代表德州所有相关在家上学的父母、儿童以及一

些课程提供者与在家上学法律保护协会（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Ｌｅｇ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①把阿林顿学区在内的三个
学区及其督促就学官员（他们代表的所有德州境内的

学区及其督促就学官员）和德州教育厅告上法庭。塔

兰特县地区法院（ｔｈｅＴａｒｒａｎｔ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在
１９８７年１月５日做出有利于父母的判决。该地区法
院的法官认为，虽然德州在１９１５年制定了义务教育强
制入学法令，但是在被告德州教育厅以及所有学区知

情的情况下，适龄儿童在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８１年间继续在

家接受教育。１９８１年以前，不管是被告学区还是教育
厅都没有认定在家上学不是一种私立学校教育形式。

１９８１年以前，也没有因为儿童在家上学，父母受到处
罚的任何记录。而且，教育厅自１９８１年以来没有经过
任何听证等程序就认定在家上学违法。因此，该地区

法院的法官认为教育厅与学区对选择在家教育儿童的

父母进行处罚的决定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

公民平等保护条款、正当程序条款以及州宪法第一条

款；儿童在家上学属于私立学校教育形式的一种，享有

不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豁免权；在家上学必须以一种

诚实的方式实施，课程必须包括阅读、拼写、语法、数学

以及培养良好公民的课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

求等［８］。

２．两次上诉
塔兰特县地区法院做出判决后，德州教育厅不服

判决向德州第二上诉法院提起上诉。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７
日，上诉法院维持地区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法官认

为，州教育厅及督促就学官员仅仅因为私立学校设置

在家庭里，而歧视该教育形式。他们剥夺了在家教育

儿童的父母的平等保护权利。同时，认为在家上学在

历史上一直是一种合法的教育形式［９］。

德州第二上诉法院做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后，德州

教育厅不服判决再次上诉至州最高法院。１９９４年 ６
月１５号，州最高法院法官以９－０的投票结果肯定了
前两次判决，支持在家上学合法化。区别于前两次判

决的是，在判决书中最高法院法官重点强调了立法机

关于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８号已经修定了德州教育法相关条
款，把符合规定的在家上学作为私立学校教育的

一种［１０］。

乐邦夫妇等九名夫妇代表的是德州所有在家教育

儿童的父母，在德州地区法院提起的诉讼是集体诉讼。

地区法院直至最高法院的判决奠定了全州内儿童在家

上学的合法地位。德州在家上学合法地位的实现主要

因为地区法院早于立法机关的“法官造法”以及州上

诉法院、最高法院的支持。乐邦案确立了“在家上学

作为私立学校教育的一种”这样一个法律原则，在家

上学作为私立学校教育的一种在德州实现了合法化。

主要以判例法的途径使在家上学实现合法化的州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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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在家上学法律辩护协会成立于１９８３年，在家教育儿童的
父母加入该组织成为会员后，该协会免费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以

及法律辩护服务，在乐邦一案中该协会不仅作为原告，而且派出协会的

律师为父母做法律辩护。如今该协会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在家上学社

会组织，主要为在家上学做法律援助、新闻宣传甚至政治游说。



马萨诸塞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新罕

布什尔州、威斯康辛州、佐治亚州、堪萨斯州、北卡罗来

纳州、密歇根州等①。

（二）立法的方式

立法是指法定的国家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一切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１１］。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

一般是议会。美国各州议会拥有州内的立法权。义务

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在大多数州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实现

合法化的，其中俄勒冈州是制定法律的典型，俄克拉荷

马州是修改法律的典型。

１９８５年以前，俄勒冈州在家上学合法化与否取决
于各个学区的态度，一些学区批准儿童在家上学，一些

学区则不批准［１２］。也就是说，１９８５年以前，全州境内
儿童在家上学并未完全实现合法化。１９８５年，俄勒冈
州的许多父母以及代表其利益的社会组织聚集起来，

通过进行政治游说活动呼吁州议会制定在家上学法

案。当时的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承认，父母为法案

的通过进行的政治游说活动，是该委员会迄今面临的

最有压力的政治活动［１３］。最终，俄勒冈州议会于１９８５
年通过了在家上学法案，全州境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在

家上学实现合法化。

俄克拉荷马州则是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使在家上

学实现合法化的。１９０７年，在俄克拉荷马州宪法会议
上，布坎南（Ｂｕｃｈａｎａｎ）议员提议对州宪法第 １３条款
（教育条款）的第４节进行修改。该条款规定立法机
关必须向州内所有身心健康的８到１６岁儿童提供每
年至少三个月的公立学校教育或者其他类型的学校教

育。布坎南议员提议增加“除非适龄儿童已经接受了

其他类型的教育”。另一位议员贝克积极响应布坎南

议员的提议，贝克议员说：“我认为，布坎南议员提出

了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有时，一个人自己的经验可以

帮助到他。由于离学校太远，我的两个小侄子没有去

公立学校，而是在他们母亲的指导下每天学习四个小

时”。经过议员的讨论与投票，最终宪法会议通过了

修正案，增加了“除非适龄儿童已经接受其他类型的

教育”。也就是说，在家上学成为其他类型教育的一

种，符合州宪法。俄克拉荷马州成为是唯一一个有宪

法条款来保障儿童在家上学权利的州［１４］。

事实上，像俄勒冈州一样，美国大多数州义务教育

阶段在家上学是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实现合法化的，

而且集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制定有
关在家上学法律的州有亚利桑那州、密西西比州、威斯

康星州、蒙大拿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娜州、罗德岛

州、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

俄勒冈州、田纳西州、华盛顿州、怀俄明州、密苏里州、

明尼苏达州、佛蒙特州、西弗吉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南

卡罗莱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北达科塔州、

夏威夷州等，①其中威斯康星州、佐治亚州与北卡罗来

纳州也是判例法州，也就是说这三个州是通过判例法

与立法这两种方式实现合法化的。

（三）利用原有法律的方式

利用原有的法律使在家上学实现合法化的州主要

有纽约州、俄亥俄州、马里兰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

亚州、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内布拉斯州等。①这些州

没有专门制定有关在家上学的法律，也没有通过判例

法的方式实现合法化，而是利用了原有的法律。这种

合法化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原有

教育法制定管理条例，这一类州有纽约州、俄亥俄州、

马里兰州与康涅狄格州。纽约州的教育法律规定，义

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在公立学校或者其他地方接受义务

教育；在其他地方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至少在实质上

应相当于公立学校相同年龄阶段儿童所接受的教育。

纽约州教育委员会认为在家上学属于“在其他地方接

受义务教育”并以此为法律依据，在１９８８年制定了有
关在家上学管理条例［１５］。另一类是把在家上学当做

一种私立学校教育或者教会学校教育，利用原有私立

学校或者教会学校的法律来管理在家上学这种教育形

式，这类州有加利福尼亚州、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内

布拉斯加州等。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每学年１０月１
号到１０月１５号之间，父母只要向教育厅长申请私立
学校证明书，在家上学就可以被认为是私立学校教育

的一种［１６］。

三、各种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合法化的发展过程

中，虽然每一个州都有自己主导的合法化方式，但是各

种合法化的方式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相互作

用、相互补充的关系。

虽然判例法是美国十分重要的法律渊源，但是

“从二十世纪初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美国

进入所谓成文法时代”。［１７］从此，美国国会及各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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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家上学法律辩护协会总结了每个州有关在家上学的法律，

在该协会的网站上公布了每个州的在家上学法律分析报告。笔者认真

阅读了各个州的报告之后，对每个州的合法化方式进行了分类。该协

会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ｓｌｄａ．ｏｒｇ／．



制定了大量的法律，立法开始与判例法相互作用。在

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合法化的三种方式中，判例法

与立法之间的相互作用最为充分。首先是立法起着主

导作用，判例法补充立法，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例。早在

１９０７年，俄克拉荷马州宪法就允许存在区别于学校教
育的“其他类型教育形式”。但是，法律的真正实施还

需要判例法对其加以解释。在１９９３年的施奈德诉阿
斯伯里（Ｓｎｙｄｅｒｖ．Ａｓｂｅｒｙ）一案中，俄克拉荷马州上诉
法院作出判决，“州教育厅对在家上学没有法律管辖

权”。［１８］这个判决就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了，同时也产

生了一个新的法律原则。其次是判例法起着主导作

用，立法补充判例法，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北卡罗来

纳州最高法院在１９８５年的德尔康特诉北卡罗来纳州
一案中（Ｄｅｌｃｏｎｔｅｖ．Ｓｔａｔｅ），认定在家上学符合私立学
校教育的定义，理应因此受到法律的保护［１９］。１９８８
年，北卡罗来纳州议会通过了有关在家上学的法律。

１９８８年北卡罗来纳州在家上学法律的通过实际是
１９８５年判例法推动的结果。与北卡罗来纳州一样，州
最高法院的判决推动在家上学立法的州还有威斯康辛

州、佐治亚州、新罕布什尔州、密歇根州等。

原有法律与判例法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以

利用原有私立学校相关法律管理在家上学的加州为

例。加州上诉法院在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的乔纳森诉上
级法院（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Ｌ．ｖ．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Ｃｏｕｒｔ）一案中认定，加
利福尼亚州法律允许在家上学作为私立学校教育的一

种［２０］。判例法明确了在家上学在加州作为私立学校

教育的合法地位。

四、合法化的实质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实际上突显了父母教

育权与州教育权之间的冲突①。在家上学合法化的实

质就是利用法律缓解两者之间的冲突。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认为父母拥有教育孩子的权利，诸多的案件也均

提及家长的这一权利［２１］。在一个家庭之内，父母与儿

童的血缘关系，使父母天然具备了一部分教育儿童的

权利；而且有宗教信仰的父母相信这一权利是上帝赋

予的。这些都是有利于父母掌握教育权的因素。但是

父母的教育权并非毫无限制，还必须为公共教育留下

空间，以培养自由平等的公民［２２］；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国家与地区之间竞争的加剧，各个州为了培养高

质量的人才，以促进本州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放

弃对教育的干预。这些因素又为州掌握教育权提供了

依据。因此，父母教育权与州教育权在某种程度上构

成冲突。

但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直接进行的，所有的

冲突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在德克萨斯州，面对

学区以及教育厅的处罚，乐邦夫妇等通过法律诉讼的

方式争取在家教育儿童的权利；在俄勒冈州，在家教育

儿童的父母主要通过政治游说活动向议会施加压力，

最后州议会迫于选民的压力通过了相关在家上学的法

律；在俄克拉荷马州，州议会议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

依据，通过修改法律给在家上学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在

纽约州，州教育委员会依法制订了有关在家上学的管

理条例；在加利福尼亚州，在家上学本身就是一种合乎

法律的教育形式，只不过通过判例法得以明确。美国

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合法化的实质就是通过法律的

方式使父母教育权威与州教育权威的冲突得到缓解。

五、启示与借鉴

与美国相比，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内的在家上学刚

刚起步，只有少数父母给自己孩子选择这种教育方式。

但同美国父母一样，中国父母为自己的孩子选择这种

教育方式时遇到的首要问题都是在家上学是否合法的

问题。美国全州在家上学合法地位的实现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过程，各州合法化采取了不同的路径。要解决

我国在家上学的法律地位问题，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

国情，加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一）关于我国在家上学的法律地位问题

依据２００６年的《义务教育法》，我国义务教育阶
段在家上学是非法的。《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

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第十一条

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

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款中的

“送”字表明是到“外部去”，而不是在家里；其中的“入

学”，指的是进入正规的学校进行学习。依据第五条、

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家上学不符合法律。《义务教育

法》第十四条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

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虽然根据字面意思

在家上学属于“自行实施义务教育”，但是第十四条的

标题为“禁止用人单位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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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没有管辖权，所以美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实际上突显的是父母

教育权威与州教育权威的冲突，而不是父母教育权威与国家教育权威

之间的冲突。



儿童、少年。”也就是说，第十四条的立法意图是要禁

止用人单位招收童工。依据第十四条，在家上学也是

非法的。《义务教育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社会组织

或者个人依法举办的民办学校实施义务教育的，依照

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规定执行。”在我国，个人有依法

举办民办学校的权利。由于举办民办学校的法律规定

较苛刻，所以不可能依据第六十二条来确定在家上学

的法律地位。

（二）可能的解决办法

因为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教育法》《义务

教育法》也没有给区别于学校教育的其他教育形式留

下一定的空间，所以利用判例法、原有法律的方式使在

家上学实现合法化的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义务

教育阶段在家上学要实现合法化则只有通过立法的方

式，可以从制定与修改法律两个角度着手：第一，制定

新的法律或法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专门制定有关

在家上学的法律。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国

务院行使立法权，由国务院制定在家上学法规，再由教

育部出台有关在家上学的管理规定。第二，修改法律。

比如，在《义务教育法》中增加“在家上学等非常规教

育形式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作为完成义务教育的

一种类型”等。或者，把在家上学视为个人举办的一

种民办学校教育，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民办学

校的办学要求。在制定或修改有关在家上学法律时，

立法机关可以从父母的师资水平、课程与教学内容要

求、教学时间、考试要求等几个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在

家上学做出法律规定。

总之，在家上学作为作为一种个性化的教育形式，

可以作为一种区别于学校教育形式的有益补充。政府

完全采取禁止的态度只能扩大父母教育权与国家教育

权之间的冲突。我们国家应采取疏导的办法，一方面加

大公立学校教育改革力度，提高公立学校的吸引力，另

一方面尽早制定有关在家上学的法律、法规或者相关条

例，或者修改原有法律，以确定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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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体系，这样一个思想体系起于对
“幸福”的追问，并且其落脚点和归宿依然在“幸福”，构筑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幸福论理论体系。解读亚里士多

德的幸福观对于指导人们追求真正的幸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善；德性
［中图分类号］　Ｂ５０２．２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４２０４

　　追求幸福，获得幸福，这是每一个人都期望的人生
目标。可是，幸福是什么？很多的先哲们给出种种不

同的答案，亚里士多德整合人学、伦理学、政治学，首次

构筑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幸福论理论体系。相对于其前

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达到了一个思想的巅峰，显示

了其理论的系统性和构建力；相对于其后人，亚里士多

德的幸福观也显示了其理论的张力和厚实。在今天这

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

水平、认识能力和人生经验，选择自己所期望的幸福生

活道路。可是，究竟什么是幸福？我们如何获得幸福？

以及幸福何以可能？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系列问题的

追问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他

是怎样在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中将问题一步步呈现出

来，又是怎样极其智慧地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借鉴亚

里士多德的智慧，听听他对幸福说了什么、是怎么说

的、为什么这么说，定能得到许多人生启迪，从而拓展

我们的智慧空间，寻求最佳的人生幸福之路。

一、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一）幸福是什么

１．幸福是最高的善。善，在希腊文中称为“ａｇａｔｈ
ｏｎ”，它是个价值概念，希腊人认为任何好的东西都是
“ａｇａｔｈｏｎ”。只有在道德上是好的东西才称之为善。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ａｇａｔｈｏｎ”，实际上是价值论意义上
的善，而不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善。他正是基于此来

理解善，并且以此作为阐述其幸福观的逻辑起点。在

他看来，“ａｇａｔｈｏｎ”就是目的，人们所做的所有活动都
是为了获得某种善。“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

每种实践与选择，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所以有人

就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每一种行为的目的是

不同的，有多少种活动、技艺及科学，也就有多少种目

的，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战

术的目的是取胜，理财术的目的是财富。”尽管每个人

的具体行为都有自己的目的，都有具体的善，但人们应

该通过自己努力去追求终极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最

高的善既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享乐、荣誉和财富，也不是

柏拉图所说的“善的相”，而是幸福。因为我们选择幸

福是为了它自身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只有为它自身

而追求的东西才是最完满和最后的目的，也才是我们

要追求的最高的善。虽然我们选择荣誉、快乐、理性也

是为了自身，可是选择它们还是为了幸福，因为通过它

们可以达到幸福，却没有人是为了它们而去选择幸福

的。他认为幸福是一切行为的最后目的，它是以自身

而不以任何别的东西为目的，所以是最高的善。

２．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亚里士多德
在指出幸福是最高的善之后，又认为“把幸福称为最

高善，看来是种同语反复，还应该更着重地谈谈它到底

是什么。”他认为从人的功能和活动方面考察就能清

楚地说明，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德性是

获得幸福的前提，一个人具有优良的德性、良好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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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就将获得幸福，一个人没有优良的德性、良好的习

惯，那他将是最肮脏、最残暴、最坏的人。亚里士多德

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是智慧、

理解、明智，是思考、推理的德性；道德德性是慷慨、谨

慎，是人的行为优良所体现的德性。理智德性出于教

导，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则出于习惯。亚

里士多德在对德性作了分析之后，进一步指出，人的幸

福不仅在于拥有德性，更重要在于德性的实现。他认

为，探讨幸福要区分拥有德性和使用德性。如果只拥

有而不去使用，就像睡着的人一样是不会产生好的结

果的，只有在活动中才能产生好的结果，正如在运动会

中，桂冠并不授予貌美的人、健壮的人，而是授予参加

竞技的人（因为胜利者是在这些人中间），只有行为高

尚的人才有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幸福不

是因为做一件或几件好事就可以终身拥有，而在于一

生中合乎德性的持久活动。他指出：“一只燕子或一

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

一个人享得福祉。”

３．幸福是最快乐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并
不排斥快乐，快乐伴随着幸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

马可伦理学》第七卷第十一章开始讨论快乐时就说，

许多人认为幸福包含了快乐，“福祉”（ｍａｋａｒｉｏｓ）这个
词来自“享福”（ｍａｌａｃｈａｒｉｅｉｎ），而且希腊文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
和它的英译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都有幸福和快乐的意义。因此
幸福就是使人快乐的，使人觉得可爱，乐于去追求的。

但是并不能把幸福归结为快乐，只有那种受理性指导

的、高层次的快乐才是幸福。亚里士多德反驳了“一

切之中最快乐的乃是满足个人之欲望”的说法。他指

出：“幸福才是一切之中……最快乐的。”在他看来，许

多所谓的快乐并不是本性上的快乐，因而这些快乐是

相互冲突的。只有永远合乎德性的行为，才是本性上

的快乐，是最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现实活动中，

一切行为和感受都伴随着快乐和痛苦，而德性是关于

快乐和痛苦的德性。一个人以什么为快乐和以什么为

痛苦，反映了他是否具有德性。他举例说，一个人避开

肉体的快乐，并以回避肉体快乐为快乐，这就是德性

（节制）；而沉溺于享受的人就是邪恶（放纵）。他认

为，无痛苦或无快乐地做基于德性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在做好事时就不会是痛苦的，否则这个人就不是高尚

的人。伴随德性的是快乐。既然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实

现活动，那么快乐就只能属于幸福。离开了德性，只求

欲望的满足，这样的人不会幸福，这样的人生不可能有

真正的快乐。

４．最高的幸福是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
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

德德性两种，而理智德性高于道德德性，理智德性是最

完满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最终把人的幸福归于

理智德性之实现活动，合乎理智德性的实现活动是强

大的、持久的、快乐的，也是真正意义的自足，是最高的

幸福。而理智的德性是通过沉思活动、思辨活动而形

成的。因此，思辨活动是最高的幸福。亚里士多德把

人的生活分为三种，即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

活。多数人想过享乐的生活实际上是奴性的生活。至

于那些看重名声的人认为幸福就是荣誉，这就是政治

生活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生活都太肤浅，

只有思辨生活才是最高贵的生活，才是最高的幸福。

因为思辨是我们本性的最好部分的实现活动，它本身

是目的，具有自足性、持久性，能给人带来纯洁的快乐。

因此凡是有思辨的地方就有幸福，思辨越多幸福便越

大。这种思辨幸福虽可实践，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

而过着这种思辨生活的、有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思

辨活动是爱好智慧的哲学家所进行的活动，因此，只有

哲学家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哲学家从事思辨活动并

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目的———名誉、财富、权利等，只是

为了追求真理自身。这样，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哲学

家，提出了追求真理是人生最大智慧的崇高目标。这

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思想。

（二）幸福如何获得

关于幸福如何获得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

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九章和第二卷第一章中作了具体

的论述，我们不敢保证了解亚里士多德幸福获得的途

径就一定能找到追求幸福的最佳方案，但可以肯定地

说，我们在学习中能够不断地领会亚里士多德关于幸

福的真谛，这必定会在我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带给我

们更多地启发。

１．从事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亚里士多德在
清楚地说明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时，实际

上也将如何获得幸福的方式告诉了我们，那就是从事

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强调幸福是一种实现活动

而不是一种状态，需要人将潜在的本质充分地实现，进

行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同时他也规定了这种实现活动

的标准———灵魂合乎德性。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

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下面我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幸福

的探寻。“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

以需要经验和时间。”理智德性需要教导，通过对一般

的、普遍知识的学习，同时将一般原则运用于具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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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必须通过经验才能熟习，而经验的历练需要时间，

需要日积月累。唯有如此，才会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

出一种大智慧，具有将一切了然于胸的大情怀。当灵

魂合于理智德性地沉思，它将对宇宙、人生的一切惊

诧、一切困惑在沉思活动中无拘无束地以极高的智慧

体察、了悟，那是何等的快乐、欢欣的幸福！然而道德

德性是通过习惯养成的，“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

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在习惯的熏陶

下，人们的心灵就会受到教化，去除情感、欲望的任意

妄为，从而行为既不会过度也不会不及而达到“中

道”。道德德性不是以理论本身为目的，而是要生成

优良的品质，能够行为得当，通过进行现实活动在做事

中做人，获得他人及自我的认同，获得内心的自我满足

和愉悦，从而到达具有最高善的幸福的彼岸。

２．努力习得并一生从事高尚的行为。亚里士多德
认为幸福不是人先天所具有的，也不是神赐予的，而是

通过学习和培养得到的。从这点来看，幸福是我们每

一个人都能够享有的。因为“所有未丧失接近德性的

能力的人都能够通过某种学习或努力获得它。而如果

幸福通过努力获得比通过运气获得更好，我们就有理

由认为这就是获得它的方式。”所以要想获得幸福，我

们就要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持之以恒地追求幸福，不

管遇到多大的障碍都不能放弃。同时亚里士多德还认

为幸福的获得需要一生的时间。“幸福，如所说过的，

需要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时间。”幸福的人要想永远保

持幸福，就必须使他的思想和行为始终同德性的标准

保持一致，一生都从事高尚的行为。这就是说追求幸

福的生活需要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三）幸福何以可能

亚里士多德对幸福何以可能问题的回答上可以看

出，他认为幸福的实现是需要外部条件的。这一点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八章以及第十卷第八章

中得到了充分证实。

１．亚里士多德把善的的东西分为外在的善、灵魂
的善、身体的善三种。他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灵魂的

善。幸福是最真实、最恰当的灵魂的善。但是幸福的

实现需要外部条件，需要外在的善作补充，在许多活动

中要以朋友、财富和政治权利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有

些事情如果缺少好的出身和英俊的面貌也会有损尊

荣；丑陋、孤寡和出身卑贱的人不能成为幸福的人。在

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有着

自身不可避免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２．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八章中，亚里士

多德在一大段论述“幸福在于沉思活动”之后，他接下

来有了一个转折，“但是，人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东

西。因为，我们的本性对于沉思是不够自足的。我们

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得到食物和其他的照料。”哲学

是对世界本质的把握，它要掌握最普遍、最本质的规

律，因而需要思考。要进行这样的思考就必须有闲暇，

即一部分人脱离当时十分艰苦的生产劳动以比较集中

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专门的哲学活动，而这部分人则

必定要靠当时大多数奴隶的劳动，从而获得进行哲学

活动所需的财产及由此而来的闲暇。但亚里士多德认

为幸福并不需要很多或大量的东西，“只要有中等的

财产就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有中等的财产就足

够了。”亚里士多德的中等财富思想，一方面当然是他

中道思想的一以贯之，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现实的考虑，

因为现实贫困差距的扩大已经严重影响了城邦的稳

定，这样的社会状况是不可能获得自足而至善的城邦

幸福生活的。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当代意义

（一）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有利于激励人们的积

极进取精神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通过学习和培养得到的，

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会获得幸福。幸福要在实现活动

中，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实现。他强烈反对许多人把幸

福看成来自机遇、听从命运摆布的消极态度。他的幸

福观充满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他的幸

福观使我们认识到，幸福的获得是积极进取和努力奋

斗的结果，每个人的幸福程度和自己的努力程度成正

比。一个人只要能够矢志不渝地追求幸福生活，在道

德方面努力去实现良好的德性，在学习、工作中开拓进

取，那就一定会获得幸福。当今一些年轻人在幸福问

题上感到迷茫，抱怨生活不幸福，就在于他们缺少积极

进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把幸福看成来自机遇和命运

的安排、消极地等待。因此，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对我们

一些年轻人纠正在幸福观上的错误认识，激发他们追

求幸福的积极进取精神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激励人们要为真理而

奋斗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三种生活即享乐生活、政治生

活和思辨生活出发，认为人的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物

质享受，也不在于名誉、权利等的获得，而是灵魂按照

理性做积极的实现活动。幸福就是好的生活、好的行

为，理论的思辨活动是最高的幸福。思辨活动是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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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哲学家所进行的活动。因此，只有哲学家的生

活才是最幸福的，哲学家从事思辨活动只是为了追求

真理自身。这样，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哲学家，提出了

追求真理是人生最大价值、最大幸福的崇高目标。然

而，当今社会上一些人把追求物质享受，追求名誉、金

钱、权利、地位等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按照亚里士

多德的幸福观看，这些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幸福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宣传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以纠正

当今社会的不良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习风

气，激励人们为真理而努力奋斗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有利于集体主义原则

的落实

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幸福和城邦幸福是统一的。

并且，城邦的幸福高于个人的幸福。不难看出，亚里士

多德的幸福观蕴含着集体主义精神，他与我国倡导的

集体主义原则有很强的相似性。集体主义原则强调个

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统一，集体利益离不开个人

利益，个人利益也离不开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

利益。现阶段，我们把集体主义当做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伦理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却是相当薄弱。人

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个人的利益，不去

关心集体的利益，或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集体的利

益。虽然集体主义原则理论性很强，但在实际生活中

操作性却不强，如果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为指

导，就会认为损害集体利益是不合乎德性的行为，是不

会获得幸福的。因此，普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对我

们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落实集体主义原则，抵制个人主

义的侵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司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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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辩论队喜获
２０１５中国辩论公开赛一等奖

５月１０日，第六届ＣＨＩＮＡＯＰＥＮ中国辩论公开赛在哈尔滨商业大学落下帷幕。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管理系行政２０１班刘宇同学、经济系市场２０１班廖斯塔同学组成的队伍表现优异，获得中文组一等奖的佳
绩。同时，另有两支队伍获得中文组三等奖，三支队伍获得英文组三等奖。

中国辩论公开赛始于２０１０年由国际辩论教育协会（ＩＤＥＮ）、中国辩论教育联络组（ＣＤＥＮ）以及美国威
拉姆特大学（Ｗｉｌｌａｍｅｔ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联合主办，哈尔滨商业大学承办，是国际辩论教育协会（ＩＤＥＡ）在中国主
办的最重要的国际赛事，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中国辩论活动，搭建更加专业的平台，吸引更为优秀的选手，

通过比赛促进辩手跨国界的交流，加深对于国际热点事件的理解，进而达到宣传思辨精神、推动中国辩论事

业发展的目的。

本次比赛历时三天，共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１１２所高校以及韩国、美国
３所高校组成的１３０支中文参赛队和１８０支英文参赛队共３１０支中英文代表队参加，总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人，是
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辩论赛事。比赛设中文组和英文组，采用英国议会制，每场辩论有

４支队伍参加，每队２名选手，每位辩手有７分钟的陈词时间。辩题涉及国际政治、税务制度、男女平等、器
官捐献等话题。辩论赛要求选手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严谨的逻辑能力、良好的语言组织及精湛的辩论技

巧。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每组评选出“前八强”为一等奖。

比赛中，我院选手与各高校代表队展开激烈交锋，凭借常态化的训练、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参与辩论活动

的经验积累，以及敏捷的思维、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辩论队中文组二队荣获２０１５中国
辩论公开赛中文组第五名的好成绩，我院也成为西北地区唯一一所挺进八强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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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的耦合分析

张海峰

（宁波大红鹰学院基础学院 浙江宁波３１５１７５）

［摘　要］　网络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思维日益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从互联网思维的三个特征出发，探
索大学生互联网交往形态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规律，揭示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之间的关联，并通过

二者间的耦合作用，探索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路径，丰富思政工作的内涵，以促进其良性发展。这既是

互联网思维的解释过程，亦是大思政教育格局的构建过程。

［关键词］　互联网思维；学生思政工作；耦合；大思政格局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４６０５

　　互联网思维是在当今网络时代背景下，高科技和
文化创意融合实践而产生的新思维方式［１］。其自身

独特的性质与运作方式，在现代科技发展条件下重新

阐释社会生活普遍联系的基本准则，主要表现为开放

透明的全局观、平等参与的民主观以及直接反应的情

境观等三个特征，以此赋予哲学意涵反作用于日常生

活。互联网思维与日常生活相互作用构成耦合关系，

其中前者与学生思政日常工作间所表现的耦合关系更

为突出。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点，也是文章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有力武器。

在学生思政日常工作中，其教育对象与互联网密

切相关。如今，大学生群体在互联网交往、适应互联网

发展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较多，由内而外的教育需求要

求我们重点审视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的关系。

这不仅是基于互联网思维研究学生思政工作，构建大

思政格局，更是互联网思维在大学生群体中内化，即大

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过程研究。以上两点将构成本

文的研究假设———在大思政格局的构建下探讨大学生

互联网思维的培育路径。这将是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

政工作耦合关系的出口，亦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

一、耦合关系：大思政格局的构建契机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互联网思维方面的研究，内容

较少。通览此类论著，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互联

网思维的概念研究［１］、政治学范畴内的研究［２，３，４］以及

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做的研究［５，６，７］。第三类

研究所占比例较小。但是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

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媒介之一，并对他们的思想观念

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８］。因此，将互联网思维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结合迫在眉睫，且势必成

为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课题，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但从什么角度研究？这就要顾及研究

的创新性和时效性。本文正是基于以上问题，选取大

学生互联网交往作为研究起点，探索大学生互联网思

维的培育路径，以丰富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内涵。从以

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互联网与大学生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将互联网思维与大学生思政工作相结合进行

研究，既是思政工作贴近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必由之路，

也是学界构建“大思政格局”在思想领域的必然之举。

而互联网思维与思政工作的耦合关系给予了本课题有

效的研究途径。那么什么是二者间的耦合关系呢？

“耦合”一词源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等工程类专

业对其所做的解释，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

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

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

象［９］。文中“互联网”与“大学生日常生活”亦如在大

学教育这个共同体下，前者向后者不断输入信息，影响

大学生日常生活的轨迹；而后者又在不自觉中凝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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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为了更好地指导大学生日常生活，做好

大学生思政工作，互联网思维必然成为构建“大思政

格局”所囊括的对象之一。然而，互联网思维的重要

性不仅在于它和大学生日常生活相伴而生，还在于其

自身“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学界普遍认为，“互

联网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民主化的思维。互联网时代公

众成为媒介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垄断基础被消解，

把握公众需求成为一个不断反馈的过程，需求和人性

相关联，所以互联网时代追求互相交流基础上的情感

诉求，提倡公众至上［１］。”这与构建“大思政格局”所需

求的思想内涵不谋而合，且又可以成为后者在实践过

程中的指导思想，并将思想内核纳入大学生教育内容

中，以培育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目前，大学生思政工作

强调开放包容、主动参与，积极调动一切有生力量参与

思政教育，搭建全方位育人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平台，这与互联网思维相得益彰。互联网思维在大

学生思政工作中的内化，将会更好地拓宽思政工作者

的视野，协调思政教育内部不同机体间的关系，使之建

立平等包容、参与互补的大思政格局。

那么互联网思维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影响大学生

群体，继而对思政工作产生影响呢？它们首先表现为

二者间的“内容耦合”，即互联网思维潜移默化地孕育

在大学生群体中，改变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形

态。这一阶段存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互联网思维是零碎

的，急需整合的。而交往形态的嬗变致使思政教育工

作者重新审视工作思路和指导思想。从而，寻求互联

网思维在大学生互联网交往形态中发挥指引作用，并

影响思政教育的工作思维。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互联

网思维由内而外，从局部向整体过渡影响着大学生思

政工作。

二、“二元耦合”：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

的互动转向

在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ＥｒｖｉｎｇＧｏｆｆｍａｎ）看来，
每个人都会在某种社会情境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这

个角色是人们为了给他人某种印象而做出所有活动的

外在表现［１０］。“前台”主要是其外在表现，相对的则

称之为“后台”。“前台、后台”理论同样适用于在无线

通信和网络技术革命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交往

形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交往形态已成为大

学生群体中最为重要的交往形式之一。但是由于互联

网交往的隐性化，使得大学生群体在这一交往形式中

问题频出，如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往

往出现扭曲；部分大学生沉迷于网络，习惯性躲在“后

台”，从而使得性格趋于内向，影响正常生活等等。从

以上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大学生交往与互联网

密切相关，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建立互联网思维。互

联网思维在凝练过程中可能受到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但是前者并没有自觉地将后者囊括在内，后者也并没

有真正地拥有前者。相反，前台、后台交互转变使得大

学生的言行在互联网上表现得“不再开放透明”，且呈

现隐性化的特点。从而很多大学生在“后台”保护下

自主接受不良信息，甚至他们可能是不良信息的制造

者。这违背了互联网思维的特性，对大学生个人的发

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是在宏观上这又是互联网思维

中直接反应的表现，大学生群体可以自主地融入到互

联网交流上。二者间形成的反差，导致大学生群体在

互联网思维中的失衡。但是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又离

不开互联网思维的指引，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深刻地

影响大学生生活的前提下，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

势在必行。二者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内容耦

合”———当一个模块直接修改或操作另一个模块的数

据，或者直接转入另一个模块时，则发生了内容耦合。

在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发挥指导作用的学生思政工

作则首先需要转变工作思路，引入互联网思维。而互

联网思维与大学生思政工作耦合关系发生的第一步主

要表现为大学生互联网交往形态的嬗变。这正是“内

容耦合”的衍生物。其中包括个体前台和后台在共时

性与历时性上的耦合反应过程，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

阶段：第一，陌生阶段，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前台”与

“后台”表现差异较大；第二，熟知阶段，熟人之间的交

往，“前台”与“后台”表现基本相符；第三，后熟知阶

段，熟人与陌生人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前台”

与“后台”表现趋于异化［１１］。基于如此，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工作路径需要及时调整方向，更多关注大

学生的后台表现。因此，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

的互动转向势在必行。

根据上文对大学生互联网交往形态的论述，笔者

认为传统大学生思政教育已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下大

学生日常交往形态的变化。大学生思政工作研究需根

据现实发展状况，从交往形态的三阶段出发，研究互联

网思维与思政工作的互动转向。这是在宏观层面上对

互联网思维的运用，即互联网思维开放透明的全局观

要求我们在思政工作中要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

学生的不同个性，切实做到因材施教。这是互联网思

维在学生思政工作指导思想上的运用，其落脚点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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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也将进一步促进大思政格

局的建立。

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思路更加侧重大

学生思政工作发展的历时性，而不再局限于以思政教

育的内容为基点罗列高校、政府、媒介、社会以及大学

生本身所要实施的研究路径。本文将尝试处理互联网

思维与思政教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以建构大思

政格局。从上文论述中，我们知道互联网思维与大学

生思政工作存在内容耦合的关系，即互联网思维与大

学生群体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宏观层面互联网思维

与大学生思政工作本身还存在间接耦合，即二者间不

存在必然的直接关系，但是一方可以借鉴另一方的核

心“技术”，以优化自我内在结构。互联网思维与思政

教育工作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思政教育主体与互联

网思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以“人”为工作对象

的思政教育，想要更加深入地开展工作，则势必要学习

借鉴互联网思维开放透明的全局观、平等参与的民主

观以及直接反应的情境观，以促进二者的互动转向，提

升大学生思政工作的效力，加强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

培育。

当今社会，互联网时代下，传播技术更新换代的周

期较短，其传播特征在不断消解和挑战现有的交往形

态及思政教育的体系和内容。因而，在大学生互联网

交往形态“前台”“后台”论的基础上，把握互联网思维

与思政教育的“互动转向①”问题将直接影响思政工作

的时效性和可行性。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互联网思维

与思政教育的互动转向深受互联网发展的影响。现阶

段我国大学生在互联网技术使用上存在结构式过渡与

阶段式过渡（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征。根据互联网

在不同新媒体类型上的使用，它们呈现结构化的特点。

不同技术并存使用，被称之为结构式过渡。新技术更

替使用，则表现为阶段式过渡。另外，受外在环境的影

响，大学生群体使用互联网并不能僵化地将其界定为

直线式的结构式过渡或阶段式过渡。在一段时间内，

技术更替可以表现为循环往复，但从长期看，互联网发

展主要表现为历时性的特征。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本文不仅要解决大学生

群体在后台和前台间的过渡问题，还要解决互联网思

维与大学生思政工作互动转向问题，且存在共时性和

历时性的特征。然而，学术界并没有重视后者，而只是

就思政教育本身来讨论问题。本文主要就互联网思维

与学生思政工作的互动转向，探索大学生互联网思维

的培育问题。

其中，首先需要思政教育者运用互联网思维指引

大学生群体，要重视大学生在现实与网络虚拟世界

（“前台”与“后台”）之间的行为过渡，以此来精细思

政工作。这是互联网环境下，对大学生互联网思维培

育的必修课，但往往被忽视。有效的互动转向，即在学

生思政工作中有效地运用互联网思维，将有利于大学

生群体更加自如地使用网络，促进自我发展。否则，有

可能导致迷恋网络、人际交往障碍等问题的产生。

其次，互联网交往形态主要可分为以上三个阶段。

根据交往形态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大学生互联网思

维的培育保持过渡转向的状态十分重要。其中，互联

网思维所蕴含的直接性特征，在大学生互联网交往中

可以直观地表现出来，主要是“后台”表现。“后台”表

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学生群体较为真实的自我表现。

如果我们在思政工作中适时地把握交往形态的不同发

展阶段，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则是互联网思维在思政工

作中的最好运用。

第三，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作为互联网最热衷的

接受者和使用者的大学生群体，由于其内在自我并不

成熟，其互联网思维的培育将是一个长期性的课题。

而互动转向则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趋势，伴随

互联网思维培育的始终。

综上所述，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的互动转

向有着其内在和外在的发展需求，即互动转向的动态

表达。我们不能简单地罗列教条，而忽视互联网使用

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需

要我们从互联网交往形态的发展阶段出发，并加强互

动转向的灵活性，推进互联网思维培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探讨与创新：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路径

前文具体论述了互联网交往形态以及互联网思维

与大学生思政工作的互动转向两个方面内容，主要表

现为内容耦合和间接耦合。其中暴露了互联网交往形

态和主体思维方式等存在较多问题。本节将就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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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受法国社会学家范·哲乃普（ＡｒｎｏｌｄｖａｎＧｅｎｎｅｐ）“过渡转
向”理论的影响，将“过渡转向”的分析模式与本文研究相结合，分析互

联网思维与大学生思政工作的互动转向问题。范·哲乃普认为，无论

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

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特别是在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来去。通过将这些

转变行为划为一种专门的行为种类，便可从中分析出一个共同的转变

进程，统称为过渡转向。“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转向中有这样一个普遍

的类型，帮助个人和群体在心理上、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从一种状态过

渡到另一种状态，并且其中的过渡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当今社会

的概念架构中，过渡转向是一种阶段性的社会再生产的仪式活动。



题进行讨论，并对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路径展开

创新性探讨。

首先，互联网思维要求我们建立民主公平、参与度

高的交往形态。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首先需要在

日常情境中构建参与型的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即以优

化新媒体内在结构为基础，进一步在全校范围内深化

“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不断加深和拓宽互联网

思维的内涵与外延。这既是大学生在互联网交往形态

中主动参与的个体诉求，也是互联网思维中“参与协

作”的突出特征。这一模式始终以学生为主体，让学

生参与到校园文化的构建和保护上来，而管理者只扮

演着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

中主动参与到学校各项事务中，以主人翁姿态融入校

园文化，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参与意识。以此，大学生

互联网思维的培育将不仅仅圜于网络文化，它更是大

学生思政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互联网思维也将是思

政工作的指导思想，以此形成开放透明的全局观、平等

参与的民主观以及直接反应的情境观为主要特征的大

思政格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互联网思维不

再仅仅是一种网络文化，它可以延展到我们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这正是互联网思维否定之否定的培养过

程，亦是互联网思维全局观的体现，更是大思政格局构

建的具体要求。

其次，基于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的内容耦

合，对“前台”与“后台”差异的把握，尤其是关注“后

台”表现，将有利于掌握大学生人际交往中潜在的问

题，以及个体的思想变化。另外，疏通大学生群体与思

政工作者之间的交流障碍，鼓励大学生更为直接地表

达自己的意愿，真正意义上运用好互联网思维直接反

应的情境观。从而为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提供现

实参考，使得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育方案更加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最后，互动转向不仅指的是状态的变化，更是思维

方式的转变。这需要思政工作顺应互联网发展阶段的

要求，及时吸取互联网思维中的“优秀品质”。以互联

网思维指导思政工作；运用互联网思维武装当代大学

生，促进互联网思维向大学生群体内部转向。这是互

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耦合关系的取向要求，也是

二者关系的升华过程。在互联网的发展下，大学生群

体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媒体技术和具体情境调整自我

状态，尤其强调互联网思维的某一项特征与交往形态

的某一发展阶段相适应。在适用性的实际操作中，不

断培养自己的互联网思维，加强互动转向的灵活性，推

进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提供思维方式的借鉴和参考。这也是大学生

互联网思维在培育路径上的否定之否定。我们不仅要

关注互联网思维与思政工作的关系，还要将前者运用

到工作中，并指导大学生群体培养互联网思维。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知道大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

育并不是单一教条式的方案设定。它需要鼓励大学生

群体主动参与到校园日常事务中来，培养公平民主的

主人翁意识。另外，通过对个体互联网“后台”表现的

关注，把握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并结合学生思政工

作的日常管理，指引大学生群体向主动参与、积极阳光

的方向发展，则有利于互联网思维直接性的情境观建

立。在互动转向上则是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工作耦

合关系的最好表达，前者从宏观上影响学生思政工作

方法的转变。这一方面丰富了思政工作的内涵，并试

图在新的视角上构建大思政格局；另一方面有利于促

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结语

大学生互联网交往形态的三个阶段贯穿着“前

台”与“后台”的交互转变。其中，真实的“我”主要表

现在“后台”。在“三阶段”的基础上，从互联网共时性

和历时性的特征出发，分析了互联网思维与学生思政

工作互动转向的重要性。文章使用“前台后台”以及

“过渡转向”理论研究互联网思维和学生思政工作的

耦合关系，在理论上，不仅是两种理论的适用性论证，

也是对互联网思维和学生思政工作的创新研究，开阔

了研究视角，对大思政格局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与

以往学生思政工作的研究不同，本文在路径探索上视

野更加开阔，丰富了思政工作的内涵，以此试图构建开

放透明、积极参与的大思政格局。这只是互联网思维

创新研究的起步阶段，还需要更多学者从多学科的角

度加入到此类研究中来，为大思政格局的构建提供理

论和方法论参考。

这亦是大思政格局对于学生思政工作的具体要

求，即在学生思政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要开阔眼界，做到

包容共享，积极吸纳跨学科、多领域的优秀思想。而在

大思政格局下学生工作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开展的呢？

显然墨守成规的研究设想是不能适应大思政格局的发

展要求。多学科的理论背景与创新性的研究路径是大

思政格局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因此，互联网思维

与学生思政工作的研究正是大思政格局下学生思政日

常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常态化要求。我们不仅要吸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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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优秀思想，更要将其切实地运用到日常工作中，

最终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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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背景下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探析

张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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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媒体背景下，高校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高校新闻宣传工作者能否与时
俱进地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有效地发挥精神动力、思想保障、舆论支持和文化教育的功能，对于高校自身发展

以及社会公众形象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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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兴起和
普及，以电子化为显著特征的新型媒体传播方式不断

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新闻宣传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持

久而深刻的变革。对于不断涌现并对自身造成强大冲

击和威胁的新媒体，传统媒体已逐渐以全媒体战略为

指导积极寻求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传互融、利益

共融。

一、全媒体背景下的高校新闻宣传工作

（一）“全媒体”概念的提出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媒体峰会上
正式提出了“全媒体”（Ｏｍｎｉｍｅｄｉａ）的概念。“全媒
体”指媒介信息传播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

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多媒体），利用广播、电视、音

像、电影、出版、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业

务融合），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

络进行传播（三网融合），最终实现用户以电视、电脑、

手机等多种终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三屏合

一），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获

得任何想要的信息［１］。

（二）高校新闻宣传媒介生态现状

高校媒体主要由纸质媒体、视听媒体、网络媒体构

成，不同媒体在高校新闻宣传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校

报出版周期较长，新闻时效性弱，缺乏活力和吸引力，

读者数量急速下滑。校园广播虽然普遍存在于高校，

但是其功能和作用日益边缘化。随着校园的不断扩建

造成校园广播的覆盖范围缩小，播报内容更趋娱乐化，

主要功能在于营造活跃的校园文化氛围。校园电视不

仅需要专业的人才，更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一些

高校虽然有自办节目，但普遍存在质量不高、内容不够

新颖、表现形式单调、师生关注度低的问题。网络媒体

因其快捷、生动、便利、开放等优势越来越受到各高校

的重视和大力发展，已成为高校对内传播政策、引导思

想、凝聚人心、优化育人环境，对外传播办学理念、展示

办学成就、树立良好形象的主要渠道。不过与专业的

网络媒体相比，校园网络新闻宣传在内容制作、发布时

效、交互功能、技术平台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微

博、微信等即时公共交互工具和网络公共社区作为传

播形态，以微表达、微观点、微语录、微阅读等作为表现

形式，以短小精炼、快速海量作为信息和文化传播特

征，也渐渐为高校新闻宣传所重视并使用。

（三）高校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

新闻宣传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学

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全面发展和健康成才的

环境是高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校的新闻

宣传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对于学生提

高政策水平、学习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方面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新闻宣传有利于提升高校品牌价值。好的品牌对

于学校发展至关重要，品牌优势有助于培养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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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推动高校发展。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高

校之间整体实力、综合形象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酒

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高校品牌建设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在当下日益彰显。而高校的品牌构建必

须借助多种媒体手段，通过新闻宣传的方式营造学校

的良好形象，提升学校的品牌价值，增强社会的认可

度、知名度和美誉度。

新闻宣传有利于高校的稳定发展。高校的稳定发

展需要学校领导和全体师生上下一心、同心同德，新闻

宣传对密切学校和师生联系、化解矛盾起着重要的沟

通疏导作用。新闻宣传一方面及时“上情下传”，正

确、有效地宣传学校的决策、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及

时反映师生的意愿、要求和呼声，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

来，形成双向汇流的态势［２］。

二、全媒体背景下高校新闻宣传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一）高校新闻宣传部门主体地位不断被削弱

传统意义上，宣传部门是高校新闻宣传的主体。

但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网络自由无限延伸的信息时代，

任何个人都可以借助微博、微信等快捷便利的新媒体

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并把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有价

值的内容发布到网络上。网络成为最具活力的信息文

化集散地。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扮演着传播者和

受众的双重角色。一方面通过全民参与的方式来表达

自己，呈现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裂变式的“一对多”

“点对面”的方式传播信息。任何人的言论借助媒体

的传播和放大后，都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迅

速转化为备受瞩目的“重大新闻”。因此在全媒体背

景下，高校新闻宣传工作仅仅依靠宣传部门来组织实

施已不能适应高校新闻传播的要求。

（二）新闻内容单调，报道方式模式化

高校新闻宣传报道多为常规性活动报道，最多见

的题材是各类会议新闻和学校领导活动新闻，其次是

有关学校建设发展，科研教学的成果性报道。而对于

那些发生在广大师生身边的，与师生密切相关，反映广

大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内容关注度不够，报道数量

少，且篇幅小。人们普遍对高校新闻宣传报道持有结

构“模式化”、内容“领导化”、语言“刻板化”的评价。

高校以学年为单位安排教育教学、课外文化活动，一些

活动存在周期性循环的显著特点。针对这类每学期都

会重复发生的“新闻”事件，一些高校的新闻工作者往

往会直接套用之前报道内容，只在一些细节上稍加改

动，主题内容则没有太大变化。这种模式化的报道方

式令新闻失去“新鲜感”的同时，也缺乏趣味性和可读

性，无法吸引广大师生的关注。

（三）高校新闻宣传的舆论引导难度加大

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和广泛应用使得媒体类型越来

越多，媒介格局渐趋复杂。使用新媒体的人数以几何

级方式迅速增加，各种力量都想借助媒体尤其是备受

青睐的新媒体抢占信息空间和占领舆论高地，社会大

众通过各类媒体表达自己观点和诉求呈现出井喷态

势。许多缺少专业素养、缺乏社会公德的人，为博人眼

球，蓄意夸大其词，捏造事实，传播虚假信息，社会舆论

环境异常复杂，去伪存真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追逐新锐时尚的大学生作为新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体，

大多数对于潮水般涌来的海量信息缺乏分辨能力，盲

目跟风现象非常普遍，一键分享的功能对信息的裂变

式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存在疑问的事件

和问题在无节制的分享下对更多人群产生误导作用。

高校主流的、正确的思想淹没于大量碎片化、未经筛选

的信息海洋里，这无疑加大了高校新闻宣传的舆论引

导难度。

（四）多种媒体综合运用能力有所欠缺

在全媒体背景下，传统的单一传播模式已经无法

适应当代高校新闻宣传。传统媒体和层出不穷的新媒

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样的表达方式。针对不同的传播

对象、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以及想要达成的传播目的，

要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在当下的高校新闻宣传中，

很多时候各种媒体手段只是同一角度的重复或者只是

不同媒体的简单堆积，新闻宣传报道存在同质化现象，

这不仅会降低师生的阅读兴趣，同时也很难形成新闻

宣传的增值效果。如何从单向传播向双向甚至是立体

传播发展，实现多种新闻媒体的有效整合，在巩固和提

高传统新闻媒体宣传效果的同时，积极使用新媒体，并

通过整合媒体资源，在全媒体的框架下使新闻宣传工

作的效果达到最优化和最大化是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必

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全媒体背景下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实践创新策略

（一）更新观念，树立“人人都是宣传员”的理念

全媒体背景下，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手上都握有

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要建立健全高校新闻

宣传工作网络，采用开放、诱导、启发的宣传方式，畅通

师生沟通渠道，变“单向灌输”为“上下互动”，建立平

等的沟通关系，营造良性的宣传氛围。高校新闻宣传

部门要高度重视师生的主体地位，与校内各系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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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等建立固定的联系，吸引广大师生广泛参与，

使学校的每一员都成为新闻信息的挖掘者和宣传者，

集思广益，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

宣传中来。校园网开放新闻反馈渠道，设置留言评论

功能，及时了解受众对该新闻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并通

过反馈信息，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加强同学生的沟

通与交流，及时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解决困难。

（二）革新报道方式，增强校园新闻的可读性和趣

味性

目前，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阶段，高校越来越

成为公众和大众传播媒体关注的“焦点”。因此，高校

的新闻宣传报道，要更加侧重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挖掘，

由单一的会议活动报道向思想观念、人才培养、办学特

色、社会服务等深度报道转变。高校新闻要丰富内容，

拓展深度，做好新闻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深度报道或者

重要工作的专题系列报道。如新学期伊始，高校可以

推出“迎新系列报道”，在毕业生离校之际，可以推出

“榜样的力量”优秀毕业生专题报道。高校宣传部门

要认真了解师生的看法、态度、愿望和要求，寻找新闻

宣传与师生之间的共鸣点，多报道师生关注和关心的

事情，多用师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运用独特且契

合师生心理的宣传视角，使新闻价值得到更充分的体

现，使之读来令人产生浓厚的兴趣，达到最大化的传播

效果。

（三）抢占舆论引导制高点，充分放大正面信息传

播效能

高校应立足于时代发展的制高点，立足于高校健

康发展的大局，从海量、多元化的舆论中寻求共同点，

对舆论信息进行分析和整合，运用理性力量和感情因

素进行舆论引导。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广大师生

提供积极正面的信息，以清晰深入的分析，引导师生走

出认识的误区，感染师生的情绪，使之产生认同与共

鸣。具体而言，一是要不断加强新闻组织策划能力，发

挥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大众媒介虽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

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

效地左右人们重点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

论的先后顺序［１］。高校要重视新媒体在舆论引导中

的重要作用，积极搭建师生互动交流的平台，通过论

坛、贴吧、微博、微信等渠道了解师生关心、关注、关切

的事情，在了解公共舆论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当前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新闻事件的轻重缓急，并在议题的

贴近性、受众的认可度、信息的质量等方面精心考究，

通过有意识地设置主题或话题，使之成为师生关注和

议论的焦点，从而形成预期的舆论效果。二是要把握

有利时机，及时进行舆论引导。高校要想抢占舆论制

高点就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反映舆论。舆论的形

成一般都要经历意见酝酿阶段、意见表达阶段、获得多

数阶段和形成舆论阶段。其中舆论引导的最佳时期就

在于形成舆论之前［３］。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一旦进入

舆论形成阶段，想要改变舆论的方向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高校新闻宣传部门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在舆论

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反映尚处酝酿阶段

的舆论，因势利导，争取在舆论形成前控制并引导舆论

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学校和谐发展。三

是要高度重视大众传播中的人际传播，充分发掘师生

中有威望的“意见领袖”，充分利用他们所带有的很强

的“草根性”，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巨大的网络资源和在

网民中长期形成的威信和影响力掌握网上话语权，从

而使舆论引导事半功倍。

（四）整合资源，构建“全媒体校园”格局

在全媒体时代，任何一个媒体都不可能独立发展，

所有的校园媒体都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信息

资源、人员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稳定合作的互

补关系和一种相互促进的合作关系。所谓全媒体校园

即在新闻传播过程中采用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和视

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将校报、校园电视、校园广播、

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不同媒介形态进行融合，使之产

生整合效应进而形成一种新的传播形态，是“即时通

信传播＋互联网传播 ＋平面传播”的组合。要构建
“全媒体校园”，就必须对新闻宣传进行全方位的升级

改造。一是要积极推进新闻采编发的联动，努力形成

以新闻网为核心，校报、校园广播、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平台、社会媒体等联动，通过组合产生集合效应，从而

扩大影响。在“全媒体校园”格局下，高校新闻宣传工

作人员要变“被动报道”为“主动策划”，从高校论坛、

贴吧、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中了解师生的最新关注热

点，从中发现和挖掘新闻报道题材。对有新闻价值且

契合学院发展战略的信息进行重点挖掘，做好信息的

二次传播。对同一个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

容在内的新闻素材经过二次加工和编辑，然后由各媒

体各取所需，通过进一步编辑产生各种形态的新闻产

品，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发布，实现一次采集、动态整

合、多个渠道、多次发布的传播模式［３］。二是要明确

不同媒体的定位和作用，通过差异化的表达，使各种媒

体发挥各自不同的优势，实现互补的同时避免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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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网络媒体要以海量、快捷、新鲜、详尽的图文新

闻吸引读者。对于出版周期较长的校报，深度报道能

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因为高校师生在阅读新闻时，往

往不满足于仅知道事件本身，还想探究事件背后的内

容。校园广播作为“亲民性”较强的校园媒体可以多

报道学生关注度高的各类学生活动和赛事。

全媒体背景下，高校要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

氛围，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作

用。新闻宣传要贴近师生，不断创新观念、创新内容、

创新方式，整合各种媒体资源，形成“全媒体校园”格

局，借助新闻宣传的“软实力”，推动学校改革和各项

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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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城市学院承办的陕西独立学院

会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研讨会圆满落幕
７月２１日，由西安交大城市学院主办、西北大学出版社协办的“陕西独立学院会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研

讨会”在西安交大南洋酒店隆重召开。为进一步加强各独立学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独立学院会计专

业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促进独立学院教学改革发展、创新发展，来自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十余所独立学

院以及知名企业的近４０位专家、教授、学者出席了大会。会议在西安交大城市学院管理系常务副主任冀祥
主持下召开。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

会教育分会候任会长、陕西会计学会副会长张俊瑞教授结合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作了题为《应用型会计

人才胜任能力和素质的探索》的报告，针对“能力与素质的界定”和“素质模型的构建”通过对中外高等院校

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对比做了详尽的分析并结合独立学院发展现状阐述了相关建议。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规划财务处处长、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陕西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韩棚阁围绕“人文会计培养模式定位与

技能需求”论题也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和解读。

西安交大城市学院会计专业王海民教授和王小青副教授分别在会上发言。王海民教授结合城市学院会

计专业综合改革的实际情况，从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的背景、专业综合改革涉及的主要内容、让综合改革成为

新常态三个方面提出思考。王小青副教授根据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将自己在管理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创新方面总结的心得予以分享交流，并展示了西安交大城市学院在１０年发展中在教育改革和学生能力
培养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讨论环节，来自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西安科技大学

高新学院、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等１１位与会代
表都结合所在学校的教学实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讨论过程中，很多问题也形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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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民办高校学报的几点思考

丁　丽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　民办高校学报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服务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上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办高校必须办学报：民办高校的学报是学校扩大影响的窗口和交流学术的平台；民办高

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很高；民办高校的发展给民办高校学报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民办高校要办好学

报就需要从创新办刊模式；提高质量、找准定位；突出特色和尽快解决刊号问题这几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　民办高校；学报；办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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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学报是大学学术发展和治学精神的一个品
牌，是大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也是扩大影响和对

外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１９９８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学
报管理办法》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

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

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 ［１］”。文件明确了

学报的刊物性质为学术理论刊物，也肯定了学报的重

要作用和地位。但是，作为新兴的民办高校的学报，应

该怎样才能办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办好民办高校学报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民办高校发

展迅速，目前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而在民办高校

兴起之初，有人提出，民办高校培养的都是应用型人

才，所以民办高校应该只搞好应用型教学就行了，不应

搞科研，不用搞研究。经过这么久的发展证明，这种思

想是错误的，应用型教学也需要去研究，民办高校也应

该搞科研，而作为科学研究的平台，学报就是民办高校

师生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是知识和思想生产链条最重

要的终端，其强大的育人功能、学科培育功能和窗口效

应赋予了民办高校学报重要的历史使命。

（一）民办高校的学报是学校扩大影响的窗口和

交流学术的平台

朱恪孝研究员指出：办好一所大学，一定要办好一

份学报。学报是科研成果的存储器、成果展示的场所、

深化研究的催化剂、扩大影响促进交流的媒介。因此，

学报是大学教学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科学研

究的重要支撑条件。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就是要有一

个实验室，一份学术期刊，学报在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办高校要发

展，就必须要搞科研、搞研究，而要搞科研、搞研究就必

须要办好学报，民办高校的学报一方面是向社会展示

学校教学科研的窗口，另一方面，还是学校沟通社会的

桥梁，向学校的师生反映整个学科研究的成果和动向

以及发展趋势。

（二）民办高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很高

学报作为学术出版一个平台，有着传承文化、传播

信息、记载成果的一般意义上期刊的功能，又作为高教

事业的一部分，有着直接服务于培育新人、服务于学科

建设、服务于学校科研的特殊功能。民办高校蓬勃发

展，使教师们的科研积极性大幅增加，他们纷纷做课

题、做研究，致力于为民办高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这就为民办高校办好学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动力。

为了使教师们的研究成果有平台可以展示，而且可以

更好地展示，也需要将学报办好，使学报可以充分发挥

繁荣出版、促进学术交流、服务于高教事业的三重使

命，让教师们学术交流中加深相互了解，引起争鸣。通

过学术信息流的互动、共振和前沿知识的引进，开阔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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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拓宽思路，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为教学科学服务的

目的。

（三）民办高校的发展给民办高校学报的发展提

供了很好的机遇

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对包括民
办高等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进行了精

心规划和全面部署，并设立了若干重大项目和改革试

点。《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明晰了民办高等教育的

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扶持

力度［２］。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民办高校

的学报也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民办高校学报

要抓住机会，努力办好学报。

二、民办高校学报办刊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体系不健全

民办高校建校时间短，目前仍处于从注重规模数

量的外延式发展向追求教学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型

期，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积

淀。学报与学校的学科建设关系密切，学科建设中的

研究方向和内容对学报的特色化和高质量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良好的学科建设才能有良好的人才梯队，这

一支人才梯队又是学报稳定的作者队伍。而目前，民

办高校的学科体系不健全，对学报而言，就少了这一支

作者队伍和相应的稿源。

（二）编辑业务提升难以保证

民办高校学报编辑人员少，工作量大，而且编辑人

员与教学、科研人员相比，普遍没有得到重视，在职称

晋升、工资收入、继续教育等方面存在瓶颈。其中，在

全国出版专业资格考试报名中报考中级职称内刊（民

办高校学报大多是内刊）就受到限制。工资收入没有

按专业技术人员对待，而是按行政人员对待，收入偏

低，晋升空间小；而且编辑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少，编

辑素质提升难以得到保证。按出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

管理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需要参加教育的时

间累计不少于７２学时，其中接受新闻出版总署当年规
定内容的面授形式不少于２４学时。多数民办高校学
报经费少，事情多，这类规定从时间、经费上都难以得

到保证。

（三）稿件来源单一

目前，民办高校学报的稿件来源一是向专家约稿；

二是邮箱里的自投稿；三是来自于本校教师的稿件。

自投稿中，在校研究生投稿偏多，稿件质量难以保证；

专家约稿中，要想留住高质量的稿件，唯一办法就是支

付作者高的稿酬。本校教师的稿件质量也有待提高。

由于民办高校学报多属内刊，没有公开发行的刊号，无

法收录到知网、万方等检索网站，故作者的投稿积极性

普遍不高。加之，民办高校学报多为季刊，每期所刊文

章也少，且出刊周期长，发行量有限，见刊率和被引率

低，也无法激起作者的投稿热情。所以，可以说，稿源

问题是制约民办高校学报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办好民办高校的学报的几点思考

民办高校的学报要办好，笔者认为，需要从学报自

身方面、学校方面和政府方面三个层面着手。

（一）学报自身方面

１．创新办刊模式
一是要更新办刊理念。民办高校的学报要树立开

放办刊的理念，开放是民办高校学报发展的重要手段。

很多民办高校学报拘泥于“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

并把这一服务量化为内稿比大于外稿比，对外稿的要

求高于对内稿的要求或在同等情况下内稿的优先权，

最后走向封闭的、自闭的办刊模式。事实上，只要是能

为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指导，能为人才培养提供

指南，能为学校管理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无论内稿、外

稿都体现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开门办刊，联

合办刊，是学报更新生命的明智之举。因此，学报必须

树立开放办刊的理念，必须打破学校的围墙，走出去、

请进来，对外开放，引入名家名篇，使学报成为学术交

流沟通的纽带，这既可以提高学报学术水平，又能最大

限度地宣传自己，提高自我，走上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二是要更新办刊方式。传统办刊过程中的“等靠

要”的观念，把学报仅仅视为成果发表园地而不去思

考如何把学报作为引领学术理论前沿的阵地。来什么

稿件就发什么稿件，而不是站在学科前沿和学校办学

过程或者各项改革中出现的经验教训的高度进行选题

策划，也不积极主动地与重点作者、科研人员联系，了

解他们的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不“找米下锅”，

不积极主动地组约稿件。陈旧封闭的思维模式，会导

致民办高校学报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完全依靠学校的

财务拨款，没有“造血功能”，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并

由此导致民办高校学报不能成为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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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擎者和领跑者。

三是要更新办刊技术。数字化出版是学报发展的

必然趋势，在大数据时代，民办高校学报要紧跟形势，

积极探索学报的数字化出版方向。数字化出版有利于

改善学报相关工作流程，有利于完善学报的内容。当

然，学报的数字化出版也对学报编辑人员的素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学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建设有

要求。

２．提高内容质量
要办好民办高校学报，必须注重内容质量的提高。

针对当前实际，要提高民办高校学报内容质量，应从三

个方面入手。一是注意学报文章内容的政治倾向。保

证学报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编辑要有社会政

治敏感性，要善于抓住社会热点、难点，把握约稿方向；

二是注重学报内容的品位。不能让不健康的内容在学

报上滋生，要使学报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品位和较高

的学术起点。编辑应及时了解、把握科研新动态、新成

果。应与作者经常保持联系，了解作者研究的新动态，

积极约稿，应积极参加相关会议，广泛结识各领域专

家，组织高水平的稿件；三是严格按国家标准和规范编

辑，避免随意性。由于民办高校学报办刊人员有限，

“编校合一”是最主要的工作模式，可建立“责任编辑

初校－编辑间互校 －主编终校 －责任编辑通读”的编
校制度。

３．提升编辑素质
建设一支知识结构合理、专业素质精良、道德水平

优秀、敬业精神突出的高素质编辑队伍，对于促进民办

高校学报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高

素质的编辑队伍是保证刊物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民办

高校学报的上级部门不要把学报编辑视同机关的一般

工作人员，应提高编辑整体待遇，留住一些有创造能

力、有发展潜力的编辑人才，促使学报拥有创造活力，

选题、组稿、审稿、修改加工、编校等都能在高水平状态

下运作，编发文章质量自然会提高。所以，民办高校学

报要发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编辑人才队伍非常重要。

４．突出学报特色
民办高校学报还要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个性

化是学报成熟的重要标志。民办高校学报起步晚，在

高校林立、高校学报众多的背景下，要想取得市场的竞

争地位，就必须在规范办刊、不断提升质量的同时，努

力发掘和培育自身的特色。目前而言，民办高校学报

研究民办教育是其共同的特点，但各个学校之间还要

形成自己的特色。民办高校学报应立足学校，努力发

掘，寻找并培养自己的特色栏目，使之成为彰显学校特

色的阵地，成为学报特色的根基。特色栏目选择的依

据有学校发展的需要、学校的学科优势或所处地域的

文化优势、历史优势、地缘优势等，办好特色栏目需要

建立起一支由一流专家组成的作者队伍，要面向全国

广开稿源，要依靠高质量的审稿人员和编辑队伍，这样

才能将特色栏目真正办好。

（二）民办高校方面

一是应重视学报的作用。学校应出台相关政策扶

持学报的发展，比如，本校教师在学报发表文章计入年

终考核成绩，校内科研项目成果在学报发表文章算结

题成果之一，学生在学报发表文章可以计入学分等；二

是应给予学报应有的地位。给予学报一定的人权、事

权、财权，业务上由校领导亲自兼任学报编委会主任

等；三是民办高校应尽快转向内涵式发展，要注重学科

体系的建设和培养，这是学报发展的一项重要支撑；四

是重视编辑人员的业务提升。在岗位对待、薪资、继续

教育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三）政府方面

目前，民办高校学报大多只有内部资料准印证号

或者无刊号，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民办高校学报的建

设和质量的提高，同时也不利于行政主管部门在民办

高校学报监管中的作用。民办高校学报虽然起步较

晚，但数量正在增加，质量正在逐步提高，呈现越办越

好的趋势。但据了解，全国民办高校已有学报近２００
种，其中有１００多种获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出版管理部
门颁发的内部出版准印许可证，还有为数不少的民办

高校学报正在筹办中。经批准公开出版的民办高校学

报仅有４家［３］（《浙江树人大学学报》《黄河科技大学

学报》《北京城市学院学报》《仰恩大学学报》），这种

民办高校学报“一少二多”（公开出版少，内部准印多，

自行印刷交流多）的现状已成为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健

康发展的因素之一。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既然已经成为

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办高校学报在

高校学报队伍中也应该有一席之地。２０１０年颁布的
《教育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要求要对针对
民办高校的歧视性政策进行清理，要进一步完善相关

政策，改革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要确保

民办高校的学生、教师享受与公办高校学生、教师同等

的权利［２］。浙江树人大学徐绪卿教授认为，当前，民

办高校学报大多无刊号或只有内部临时刊号，难以纳

入政府管理视野。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此问题，这样

庞大的学报群体尚未获得政府认可，是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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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３］。因此，希望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关注民办高校学

报的发展，能够采取措施有条件地逐步解决民办高校

学报的刊号问题，政府与高校之间可以建立良性的互

动机制，形成准入和退出机制，从而满足高校学报多样

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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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城市学院在第八届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

国际贸易专业竞赛总决赛中荣获一等奖
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至１１日，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联合主办，中国

商业联合会培训部承办的２０１５年第８届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国际贸易专业竞赛暨第１０届中国零售商大
会在江苏省昆山市隆重举行。总决赛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山东、陕西等１５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５８所高等院校的９２支参赛队伍入围全国总决赛。

在总决赛环节，两支参赛队伍在与上海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

等多所国家重点院校的角逐中表现优异，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最终，经过队员们顽强拼搏，杨健全、白丹老师

指导的沙语沙棘团队荣获“全国一等奖”、任晓燕、魏昀妍老师指导的巨鹰特产荣获“全国二等奖”；同时我院

荣获“最佳院校组织奖”；杨健全、白丹、任晓燕、魏昀妍、茹静分别荣获“优秀辅导教师奖”。

本次国贸竞赛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和交流的平台，参赛队员借助这一平台将专业理论与实践

有效结合，充分展现了我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力和风采。在与各兄弟院校交流的过程中，我院参赛团

队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时在比赛中也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和努力方向，这为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次竞赛的成功举办也有效促进了商科院校与行业企业的“产学研”

结合，推动了校企合作，深化了实践教学改革，提高了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也大大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就业竞争力。

此次竞赛也宣传了赞助企业和产品。令人可喜的是，北京华联超市成功与“沙语沙棘”队赞助企业陕北

红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重庆泓硒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成为该公司在重庆的代理商，真正实现了校

企合作的双赢。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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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策略
———一种独立于“异化”和“归化”之外的翻译策略

李田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５４５）

［摘　要］　鲁迅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世界性的，可是国人没有充分肯定鲁迅的翻译理论的贡献。１９３５年，鲁
迅率先提出“归化”翻译策略，与之同时提出“保存洋气”的翻译策略，这是鲁迅在翻译理论研究中获得的重大

突破。１９６０年以后美国人韦努蒂提出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和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策略，中国一些翻译理论家把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翻译成“归化”，然后说韦努蒂率先提出了“归化”，实际情况是韦努蒂率先提出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鲁迅
率先提出了“归化”。国人把韦努蒂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成“异化”，然后说鲁迅的“保存洋气”与韦努蒂的
“异化”基本上是一回事，于是就去掉鲁迅的“保存洋气”，留下韦努蒂的“异化”。当今中国翻译理论界的翻

译策略只有韦努蒂“归化”和“异化”。实际情况是鲁迅的“保存洋气”与韦努蒂的“异化”截然不同。通过解

读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策略，把鲁迅的被国人埋没于韦努蒂“异化”之中的“保存洋气”解脱出来，恢复鲁

迅在世界翻译理论研究的地位。

［关键词］　保存洋气；洋化；鲁迅；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Ｂ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５９０６

一、中国翻译理论界普遍认为，翻译策略有两

个，是美国人韦努蒂提出的“归化”和“异

化”

中国翻译理论有三大理论支柱，一是翻译定义，二

是翻译标准，三是翻译策略。中国翻译理论界和所有

的翻译教科书都说，翻译策略有两个，一个是“归化”，

另一个是“异化”。

冯庆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第五章《翻译策略》

说：“自古以来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分为两大类：归化

策略和异化策略。”［１］笔者认为，该教科书的说法可能

不正确。理由是，第一，古时候有归化翻译现象，不见

得有异化翻译现象，异化翻译现象是近代的事；异化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美国人 １９９５年提出的一种新的翻
译策略，这个新的翻译策略不是对古人的翻译现象的

总结，是他提出的新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现象自

古有之。因此，归化翻译是对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翻译

现象的总结。“自古以来人们把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

分为两大类：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的说法很值得

商榷。

翻译理论界和翻译教科书同时认为，“归化”和

“异化”是美国人韦努蒂的专利。

一权威翻译理论教科书说：“归化翻译和异化翻

译是近年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１９９７
年英国出版的《翻译研究词典》认为，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归
化）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异化）是韦努蒂 １９９５年在著作
《译者的隐身》（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中率先使
用，用以描述翻译策略的术语。”［１］

该权威翻译理论教科书的说法有正确的，也有很

大的问题。

１．“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是近年来翻译理论研究
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的说法是正确的，中国翻译理

论界近些年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

２．１９９７年英国出版的《翻译研究词典》认为，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韦努蒂 １９９５年在著作
《译者的隐身》（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中率先使
用，用以描述翻译策略的术语。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３．“１９９７年英国出版的《翻译研究词典》认为，Ｄｏ

９５



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归化）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异化）是韦努蒂
１９９５年在著作《译者的隐身》（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中率先使用，用以描述翻译策略的术语。”这种
说法是错误的。因为１９９７年英国出版的《翻译研究词
典》没有认为，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归化）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异化）是韦努蒂１９９５年在著作《译者的隐身》（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中率先使用，用以描述翻译策
略的术语。实际情况是，中国一些翻译理论把 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ａｔｉｏｎ翻译成“归化”，把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成“异
化”，因此是中国一些翻译理论家认为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归化）与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异化）是韦努蒂１９９５年在著
作《译者的隐身》（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中率先
使用，用以描述翻译策略的术语。韦努蒂１９９５年在著
作《译者的隐身》（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中率先
使用英语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和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没有使用汉
语“归化”和“异化”，这一点英国《翻译研究词典》的

编辑们清清楚楚。

因此，是中国一些翻译家首先把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翻
译成“归化”，把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成“异化”，然后中
国翻译教科书也跟着认为，翻译策略只有两个———

“归化”和“异化”，两个翻译策略是美国人韦努蒂率先

使用的，其专利权都属于美国人韦努蒂。

二、国人将鲁迅的“归化”翻译策略的专利权送

给了韦努蒂

“归化”翻译指的是将原文所含有的外国语言文

化翻译成本国读者容易看得懂的语言文字，本国读者

很熟悉的、容易接受的文化，将外国的语言表达形式转

换成本国语言的表达形式，将外国的语言文字包含的

文化转换成本国语言文字包含的文化。例如，英国语

言的习语ｔｏｋｉｌｌｔｗｏｂｉｒｄｓ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ｔｏｎｅ不翻译为“‘一
石二鸟’———用一个石头打死两只鸟”，而是翻译为

“一箭双雕”或者“一举两得”，翻译成“一箭双雕”或

者“一举两得”是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让中国

读者容易看得懂，这是习语翻译的“归化”翻译的例

子。英语句子“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ｔ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ｏｆ
ｍｅｎｂｕｔｏｆｗｏｍｅｎｔｏｏ，ｗｈｉｃｈ，ｔａｋｅｎａｔ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ｌｅａｄｓ
ｏｎｔｏｆｏｒｔｕｎｅ．”被钱钟书翻译成“人生在世，运道常有，
把握时机，便能财运两旺，男人如此，女人亦然。”英语

句子“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ｌｅａｖｅｓｂｌｅｗ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ｏｏｎｌｉｔ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ｃｈａｗａｙａｓ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ｇｉｒｌｗｈｏｗａｓ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ｒｅ
ｓｅｅｍｆｉｘｅｄｔｏａｓｌｉｄｉｎｇｗａｌｋ，ｌ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ｗｉ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ｖｅｓｃａｒｒｙｈｅｒｆｏｒｗａｒｄ．”被钱钟书翻译为

“路面上月光流照，秋风吹处，落叶卷卷而过，姑娘仿

佛并未移步，而是乘风覆叶，若飞若扬。”这样的译文

已经从原文中脱胎换骨，看起来不像译文，好像是用本

国语言的创作，读者读起来易懂，对文体风格很熟悉；

翻译完全摆脱了原文的句法结构和比喻方式，完全以

本国读者为归宿。这是“归化”翻译在句法上的表现。

至于定义，令人疑惑的是，“归化”翻译，译界至今

没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定义。

鲁迅１９３５年在《且介亭文二集·“题末定”草》一
文里谈及他本人翻译的《死魂灵》时说，“动笔之前，就

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

呢？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

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

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

道何时何地，有这等事，和外国旅行，是很相像的；它必

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我是不主张削

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２］

鲁迅在这一段文字中，用“归化”二字描述早就存

在的一种翻译活动，并且解释“归化”的特征：翻译求

易懂，把翻译看做如改作或者创作，把外国事化为中国

事，把外国人化为中国人。

因此，用“归化”二字来描述和解释这种翻译活动

的第一人就是中国的鲁迅先生，时间是１９３５年。
韦努蒂１９９５年提出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被中国一些

翻译理论家用鲁迅１９３５年提出的“归化”来对应，作
为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的译名。仅此就足以证明，鲁迅提出
的“归化”在先，韦努蒂提出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归化）比
鲁迅足足晚了６０年［３］。

三、国人不承认鲁迅的“保存洋气”是一种独立

的翻译策略，把它归属于韦努蒂的“异化”

翻译策略之中

翻译教科书都说，“异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就是“保
存洋气”或者“洋味”。

一权威翻译理论教科书说：“鲁迅是主张异化翻

译的代表。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

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还要益智，只是知道

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

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１］

所有的资料证明，鲁迅从来没有用“异化”二字描

述翻译活动。把“异化”翻译的帽子戴在鲁迅头上的

人是中国的一些翻译理论家。

该权威教科书把“异化”翻译的帽子戴在鲁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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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后，举例说明，ｋｉｌｌｔｗｏｂｉｒｄｓ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ｔｏｎｅ译成“一
石二鸟”是鲁迅的“异化”翻译，即“保存洋气”翻译；将

《圣经》中的ｂｅａｔｓ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ｏｐｌａｕｇｈｓｈａｒｅｓ译成“把刀剑
打成耕黎”同样是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即“异化”

翻译，如果翻译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保存洋

气”，不是“异化”翻译。

另一部汉译英翻译教科书说，“异化”翻译就是鲁

迅的“保存洋气”或者“保存洋味”，举例说：

１．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４］《红楼
梦》英语版的译文是 Ｔｒｕｌｙ，ｓｔｏｒｍｓｇａ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ａｒｎ
ｉｎｇｉ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ａｄｌｕｃｋｂｅｆａｌｌｓｍｅｎ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５］

２．叫一声请，一齐举着，却如风卷残云一般，早去
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时，一着也不曾下。《儒林外史》

的译文是 Ａ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ｂｅｇｉｎ，ｔｈｅｙｆｅｌｌｔｏ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
ｃｈｏｐ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ｋｅａｗｈｉｒｌｗｉ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ｓｐｓｏｆｃｌｏｕｄ．
Ａｎｄｈａｌｆｔｈｅｆｏｏｄｈａｄｇｏｎ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ｙｎｏｔｉｃｅｄｔｈａｔＣｈｏｕ
Ｃｈｅｎｈａｄｎｏｔｅａｔｅｎａｂｉｔｅ．［５］

简而言之，“异化”翻译的帽子是中国一些翻译家

戴在鲁迅的头上的，把“异化”翻译戴在鲁迅头上的目

的是，用韦努蒂的“异化”取代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

策略。

四、韦努蒂的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成“异化”不正
确，正确译文是“洋化”或者“外化”

《新牛津双解英汉双解大词典》对 ｏｒｅｉｇｎ的解释
是：“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ｆｒｏｍ，ｉｎ，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ａ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ｏｎｅ′ｓｏｎｅ外国的、来自外国的；
外国语的：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外语；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ｎｇｔｏ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外交的，涉外的，对外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外交政策；ｏｆｏｒ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ａｎｏｔｈ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ｒａｒｅａ
外地的，不属于本地的：ａｖｉｓｉｔｔｏ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ｌａｎ对外族
的访问。”［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首先由 ｆｏｒｅｉｇｎ转变成动词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ｅ，然后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ｅ转变成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对应的
译文是“外国化”和“外地化”。“外国化”可以变成

“洋化”，“外地化”可以变成“外化”；“外国化”和“外

地化”二者可以变成“外化”。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成“异化”不正确，理由如下：
１．“异化”已经是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的译名，已经是学术

界公认的学术名词［７］；“异化”已经被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占用
了，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再翻译成“异化”会引起模糊和混乱。
２．“异化”不同于“洋化”或者“外化”。“异化”是

一个人或者事物的异质性变化，是人或者事物本身的

异质性变化，如绘画的异化，文学的异化等等；异化不

是中国画异化成西洋画，不是中国文学异化成外国文

学。西洋人把蒙娜丽莎的画像添上胡子，男子化，是异

化。“洋化”或者“外化”是将外国的或者外地的东西

本国化或者本地化。

３．哲学家们对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被翻译成“异化”很
不以为然，感到很扎眼，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的译名才是“异
化”。［７］

４．王东风教授也说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被翻译成“异
化”是译错了，但是只能将错就错了［７］。

简而言之，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成“异化”不正确，正
确译文是“洋化”或者“外化”。不能将错就错。

五、“洋化”与“保存洋气”截然不同，差别很大：

“洋化”的关键在于“化”，“保存洋气”的关

键在于“保持”

英语有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ｓｓ两个单词。这两
个单词意义不同，虽然两个单词的前缀相同，可是后缀

不同。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后缀 －ｚａｔｉｏｎ，意思是“化”，如
ｍｏｄ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现代化）；而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ｓｓ的后缀 －ｎｅｓｓ是
形容词变成名词的标记，如 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６］因此 ｆｏｒ
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正确译文是“洋化”或者“外化”。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ｓｓ的译文是“洋”。汉语“气”的意思是
“气味”“气质”“气派”“气韵”“洋调”等。“洋气”的

英语译文是 ｆｌａｖｏｕｒ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ｓ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ｆｏｒ
ｅｉｇｎｅｓｓｏｆ，ｓｔｙｌ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ｓｓ，ｃｈａｒｍ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ｓｓ、ｔｏｎｅ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ｓｓ等。

鲁迅解释笔下的“洋气”说：“异国情调，就是所谓

洋气”。［２］这个“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包括外国的

语言层面、文化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的东西。

“洋气”的词义范围很宽广，“洋气”即洋的东西，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ｓｓ对应“洋气”最相当。
汉字“化”的意思是性质或形态改变：如变化、分

化、僵化、教化、熔化、融化、潜移默化。用在名词或形

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净

化。“洋化”指中国的东西变成外国的东西。“化”的

本质是性质或形态改变。“丑化”改变了“美”的本质，

将美变成了丑。“洋化”从本质上改变了本国东西的

东西，将本国的东西变成了外国的东西。“保存洋气”

是有基础的，没有基础谈不上“保存”。“保存洋气”的

基础是在本国东西的基础之上保存。在“本国东西的

基础上”保持外国的“洋气”。

“洋化”去本质，挖基础，“保存洋气”保本质，存基

础。翻译中的“洋化”与别的东西的“洋化”不一样。

１６

李田心：新解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策略



翻译中的“洋化”指的是用外国的东西从本质上改变

了本国的东西，将本国的东西变成了外国的东西。翻

译中的“洋化”是用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

改变本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中的“保

存洋气”是本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保存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不发生质的

改变。

“洋化”的关键在于化，“保存洋气”的关键在于

“保持”。鲁迅说“归化”的关键是“化”，他解释“归

化”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归化”中的“化”，他说：“归

化”的特征翻译求易懂，把翻译看做如改作或者创作，

把外国事化为中国事，把外国人化为中国人。

钱钟书解释“归化”翻译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一个

“化”字。钱钟书使用的术语不是“归化”，是“化境”，

用词不同，含义相同。“化境”翻译的中心意思是将原

文脱胎换骨地转化成译文，译文透明、流畅。钱钟书主

张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即不因

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牵强的痕迹，译文“读起来不

像译文”。

简而言之，韦努蒂１９９５年提出的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不
能翻译成“异化”，正确译名是“洋化”，“洋化”与“保

存洋气”截然不同，差别很大。

六、鲁迅的“保存洋气”与韦努蒂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错误译名异化，正确译名洋气）是互为
并列的翻译策略，“保存洋气”不能归属于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之中

上文已经从字面意义上论述，“洋化”与“保存洋

气”截然不同，差别很大。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策

略不是“洋化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换言之，鲁迅的“保存洋
气”翻译策略不是“异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策略，因为
意义为“洋化”的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被错误的翻译成了“异
化”。

下面从它们的实际内涵分析，鲁迅的“保存洋气”

翻译策略不是韦努蒂的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错误译名异化，
正确译名洋气）翻译策略。

什么是韦努蒂的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错误译名“异化”，
正确译名“洋化”）翻译策略呢？

韦努蒂本人的解释是：“异化”（即正确译名“洋

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意义是：用抵抗的策略，偏离本
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韦努蒂

的所谓“异化”（正确译文是“洋化”）针对“归化”而

言，和“归化”二元对立，“异化”（正确译文是“洋

化”）是对“归化”的颠覆，是对“归化”的革命，是“反

翻译”。

“异化”即正确译名“洋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指的
是推动翻译发生根本变革，引起翻译从“归化”旧质变

为异化新质的飞跃，是对“归化”翻译的否定和毁灭，

是对归化翻译的革命。它是“现代派翻译”，属于西方

“现代派”范围。这种翻译策略，主要被解读为一种政

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其主要目的是反对语言和文化的

霸权主义［１］。具体做法是，故意冲破译语常规，在译

文中保留原语异国情调的翻译类型，在盲目自大的文

化社会（例如英美社会）中，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

化差异注入译语之中，把读者送到国外去，以便抵制

英美文化中存在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文化帝

国主义，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

主义、种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仇恨［１］。

韦努蒂的这种翻译策略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

面的反主流，语言方面也强调反主流、反传统，颠覆传

统语言，可是反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流和传统如

果离开了传统语言也达不到目的，因此语言方面的反

主流、反传统，与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主要任务

互相矛盾和冲突。韦努蒂强调他的翻译策略是反意识

形态、反文化，国人在解读他的翻译策略时，主次颠倒

了，把重点放在语言上。

韦努蒂的翻译策略在于颠覆和破坏，在语言方面

的目的是颠覆和破坏原语言。

英语ｌｏｖｅｍｅ，ｌｏｖｅｍｙｄｏｇ．按照韦努蒂翻译策略
翻译的译文是“爱我，爱我的狗。”按照鲁迅的“保存洋

气”翻译策略指导下的译文是“爱人爱物”，按照“归

化”策略翻译的译文是“爱屋及乌”。英语习语 ｈａｖｅ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ｃｌｉｍｂ，用韦努蒂的翻译策略可以被翻译为
“有一座山要爬”，用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策略可以

被翻译为“困难大如山”，用“归化”翻译策略可以被翻

译为“荆棘塞途”“荆棘载途”“荆天棘地”“荆榛满

目”。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正确译名“洋化”Ｆｏｒ
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是一种反主流、反传统的“现代派”翻
译策略。西方世界文艺理论中，有一种流派是“现代

派”。“现代派”开始于绘画领域，扩展到文学领域，韦

努蒂的异化翻译（正确译名“洋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
是现代派的反传统、反主流特征在翻译领域的表现。

西方的现代派（又称现代主义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开始于绘画
领域，后发展到文学领域。主要表现是反传统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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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毕加索画的美女与传统观念下的美女截然

不同。

中国很多研究者已经发现，韦努蒂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异化”，正确译名“洋化”）是现代派的继承，是
解构主义在翻译理论领域的表现［８］。解构主义６０年
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

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

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解构主义打破秩

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解构主义是对现代派

原则加以继承，运用现代派的语汇，颠倒、重构，否定传

统的基本设计原则，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

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

体统一，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

亚威农少女（毕加索作品）

韦努蒂明确表示，他的翻译策略的目标是译文向

原文作者靠拢。翻译中所谓“异化”（正确译名“洋化”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保留原文的异质性，用源语故意打破
译语的种种规范性，用源语的语言和文化来洋化译语

的语言和文化（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Ｍ．Ｃｏｍｉｅ，１９９７）。“异化”
（正确译名“洋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与翻译的本质背道而
驰。因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克服语言之间的差异造成

的障碍，以进行思想的沟通与交流。而韦努蒂的“异

化”（正确译名“洋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思想是创造
差异，造成障碍［１］，破坏和阻碍思想的沟通与交流，

“异化”（正确译名“洋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洋化了
翻译中的译入语和译入语承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

此“异化”（正确译名“洋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翻译不是
翻译，而是 “反翻译”。

七、鲁迅的“保存洋气”是一种独立于“异化”和

韦努蒂的“归化”之外的翻译策略

鲁迅“保存洋气”的翻译策略已经在中国流行了

近８０年，影响了中国译界８０年，是中国翻译理论中的
两个翻译策略中的一个，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翻译理论界应该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保存洋气”

的翻译策略的实际存在和巨大影响。

几十年来，中国翻译界的译文要么像王佐良、杨绛

那样的自然流畅易懂的“归化”译文，要么像鲁迅那样

的带有洋味的有外国情调的“保存洋气”的译文。前

一种译文早就存在，后一种译文是在鲁迅的“保存洋

气”的翻译策略的指导下产生的译文。

中国带有洋味的、有外国情调的、“保存洋气”的

译文绝对不是在韦努蒂的所谓的“异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正确译文“洋化”）翻译策略指导下产生的译
文。韦努蒂的所谓的“异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正确译
名“洋化”）翻译策略１９９５年才问世，不可能影响鲁迅
和鲁迅以后到１９９５年的８０年的中国翻译界。

韦努蒂研究过鲁迅的“保存洋气”的翻译策略，虽

然他没有论述鲁迅的保存洋气和他的“异化（Ｆｏｒ
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正确译文“洋化”）的异和同，可是他说，
鲁迅和周作人采用文言和欧化字法和句法相结合的翻

译方法，创造出极有洋气的话语。

如今的翻译界，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策略愈来

愈被译者们所采用，英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

说Ｇｏ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飘》）在中国被四个翻译家翻
译成了中文，采用的都是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

策略。

Ｇｏ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飘》）的开头一句话有四个
翻译家的译文，他们都采用了鲁迅的“保存洋气”的翻

译策略［９］：

原文：ＳｃａｒｌｌｅｔｔＯ′ｈａｒａｗａｓｎｏｔ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ｂｕｔｍｅｎｓｅｌ
ｄｏｍ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ｉｔｗｈｅｎｃａｕｇｈｔｂｙｈｅｒｃｈａｒｍａｓｔｈｅＴａｒｌｅｔｏｎ
ｔｗｉｎｓｗｅｒｅ．

译文一：那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魅力。

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就像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

似的。（傅东华译，１９４０）
译文二：斯佳丽·奥哈拉长得并不美，但是男人

们一旦像塔尔顿家孪生兄弟那样给她的魅力迷住，往

往就不大理会这点。（《乱世佳人》，陈延良译，１９９０）
译文三：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

一旦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为她的魅力所迷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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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看不到这一点了。（《飘》，戴佩，李野光译）

译文四：斯嘉·奥哈拉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如

果像塔尔顿这对孪生兄弟那样，被她的魅力所迷倒的

话，就很少能看得出这一点了。（李明译）

笔者用“归化”策略翻译的译文，“思嘉·奥哈拉

小姐没有花容月貌，可男人们，如汤家那一对双胞胎，

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之神魂颠倒。”与上面的译文比

较，目的是彰显鲁迅“保存洋气”策略。

八、结语：鲁迅的翻译策略有两个，一是归化，二

是保存洋气；韦努蒂的翻译策略是“异化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正确译文“洋化”）

美国人韦努蒂的专利是“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和“Ｆｏｒ
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鲁迅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归化”翻译的学者，也

是第一个推出“保存洋气”翻译策略的学者。美国人

韦努蒂提出“归化”比鲁迅整整晚了 ６０年。提出的
“异化”（正确译名是“洋化”）与鲁迅的“保存洋气”翻

译策略截然不同。中国的翻译理论家将鲁迅的“保存

洋气”翻译策略和韦努蒂的“异化”（正确译名是“洋

化”）混为一谈，使鲁迅的“保存洋气”翻译策略淹没在

韦努蒂的“异化”（正确译名是“洋化”）的热捧的喧闹

声中，结果这一事实也在教科书中被抹杀了。中国翻

译理论界必须重新审视鲁迅对世界翻译理论的贡献。

韦努蒂本人感到自己的翻译思想晚于鲁迅，他说

他和鲁迅的翻译思想都源于施来尔赫的“要么尽可能

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鲁迅的

翻译受“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

接近作者”的影响。

鲁迅提出“归化”和“保存洋气”翻译策略的时候，

韦努蒂还没有出生。我们中国译论家硬邦邦地张冠李

戴，把“归化”归功于韦努蒂，用鲁迅的“保存洋气”换

成异化戴在韦努蒂头上。这种错误应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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