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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的素质优化
刘吉 发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 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时代融通 ,论述了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是大学生基本素质的两个

层面 ,强调了理工科院校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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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the Quality Optimization of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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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science cul ture and humanistic culture, it discussed the science quali ty and

humanistic quali ty are the tw o foundations of the essentia l quality of underg radua tes. It empha-

sized that the g reat significance o f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 leg es should st reng then the edu-

ca tion in humanistic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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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是人的社会实践所积淀的稳定特质 ,素质

也是人之为人的立人之本。 人的素质是把外在获得

的知识和技能内化于自身 ,并升华为稳定的素养和

品质。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文化的不断

融通 ,日益推动着人的基本素质的现代化。

人的素质现代化 ,既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 ,也

是一个人为的优化过程。没有人的素质优化的系统

工程 ,以及人们所作出的艰苦努力 ,人的素质的现代

化最终也难以变成现实。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 ,代表着人类对客观世界

和主观世界认识的二维成果 ,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二

维丰度 ,从而构成了人的基本素质的二维定位。

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二维交叉 ,构成了现代

素质教育的二维坐标 ,同时也构成了大学生素质优

化工程的两大支柱。

一、科学素质

科学素质教育 ,是当代高等教育的第一要务。科

学首先指科学知识 ,它是对客观世界物质运动本质

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人类的科学知识 ,经过了几千年

人类科学活动的历史沉淀 ,形成了人类科学文明的

精神宝库。特别是近代以来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 ,使

科技发展呈加速势态 ,人类近 30年所获得的知识是

过去 2000年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 ,知识生产和知识

更新一日千里。

现代人应该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来武装。

唯其如此 ,大学学子 ,应不断跟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的前沿领域 ,掌握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 ,建构出最新

的科技人格。

人类的科学知识 ,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知识 ,而且

还包括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 ,是人们认识自

然的结晶 ;社会科学知识 ,是人们认识社会的结晶。

作为理工科大学生 ,全方位地掌握自然科学知识 ,一

般来讲 ,自不必言。 然而 ,没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知识

分子 ,是单向度的知识分子 ,是畸型发展的知识分

子 ,其结果不仅无益于社会 ,而且也无益于自身。

当代自然科学快速发展 ,不断通过技术化向社

会延伸 ,从而构成了自然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运动。自



然科学的延伸 ,不断催生出新的时代课题 ,这些课题

的有效解答 ,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

密切合作。与此同时 ,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探索和有效

解决 ,进而又催生出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和综合科学

的新形态 ,这对于建构新的学科体系 ,有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

在中国高等教育中 ,长期存在着专业设置过多、

专业覆盖面窄的现象 ,尽管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 ,但

还缺乏重大举措。 这些都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时

代要求有一定距离。

重视社会科学教育 ,是高等教育 ,特别是理工科

高等教育的时代需要。 高等教育承担着发展先进生

产力的历史任务。发展社会生产力 ,离不开社会科学

的大力参与。自然科学是生产力 ,社会科学也是生产

力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共同构成了现代生产力系

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 ,社会科

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社会科

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 ,也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

发展社会生产力 ,离不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虽

然在改进劳动工具、拓展劳动对象、提高劳动者科技

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在协调生产力构成

要素、合理配置生产资源、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

却不能不依靠社会科学。美国学者法利纳和凯利 ,在

分析因管理不善、市场条件不利而导致的技术革新

失败时指出: “社会科学在使自然科学的投资获得最

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把社会

科学作为一种国家资源来开发 ,应该成为完整的革

新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

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成果的运用方面 ,也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然科技成果是一把双刃剑 ,它

既可以造福于人类 ,也可以危害人类。科学技术的发

展 ,离不开社会科学的价值引导。各国制定的发展战

略 ,是否科学、可行和最佳 ,取决于各国社会科学家

的集体智慧和各国政治家的决策能力。中国民主革

命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与中国社会科学

的繁荣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正是中

国在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两个时期 ,社会科学发展

所取得的两大最高成就。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 ,则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成果。

以决策科学为核心的软科学迅速崛起 ,正是适

应了社会发展对战略决策的时代需求 ,体现了社会

发展推动科学发展的基本原理。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 ,特别是软科学的迅速崛起 ,日益改变着人类科学

技术的存在形态。当代科学技术日益呈现出“结构软

化”和“重心虚移”的发展趋势 ,并进而建构出“虚拟

现实”的新型存在。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日

益提升着信息文明的时代品位。

科学知识是科学素质的核心内容 ,但并不是科

学素质的全部内涵。科学不仅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所组成的平面结构 ,而且更是由科学

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所组成的立体

结构。提高科学素质 ,不仅要增进科学知识 ,优化知

识结构 ,而且还要普及科学方法 ,树立科学思想 ,培

育科学精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到的“加强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宣传教育”
[2 ]
。

这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基本途径。

当今世界一切不甘落后的国家和民族 ,都在加

大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力度。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兴

起的人力资源开发热潮 ,其实质是围绕着提高人的

科学素质展开的。日本近百年来始终把提高国民的

科学素质 ,作为基本国策 ,这成为日本战后复兴的明

智之举 ;美国 90年代的教育方略 ,旨在“提高所有美

国人的知识和技术”。世界许多有识之士指出 ,现代

人的科学素质 ,最重要的在于能及时用世界上最先

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

学知识的不断创新。

二、人文素质

如果说 ,科学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首要层面 ;那

么 ,人文素质则是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

所谓人文 ,从广义讲就是人类文化 ,而与科学相

对应的人文 ,特指人类自我反思的结果性表征。如果

说科学反映世界 ,那么人文则反映自身。科学偏重于

物质世界的反映 ,人文则偏重于对精神世界的反观。

因而 ,有别于科学的人文 ,主要指人类的精神文化 ,

它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部分。

自从有了人 ,世界就分野为自然世界和人化世

界两大体系。科学主要是对自然世界 (人类社会是自

然世界的延伸 )的反映 ;而人文则主要是对人化世界

的反观。人化世界是价值和意义的世界 ,正是这种

“价值和意义的世界” ,在不同国家、民族和人群中 ,

具有着不同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 ,中国人有中国人

的文化 ,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文化 ;城里人有城里人的

文化 ,乡里人有乡里人的文化。这种人文的差异性说

明了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人文可分为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两个层面 ,而

人文精神是人文的本质之所在。人文知识是人们对

自身文化的一种了解而形成的一种学问 ;而人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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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人们对文化内核和意义的自觉 ,也是人文知识

的升华 ,并进而通过人们的行为体现出来。

人文科学是指以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以及

作为人的精神世界客观表达的文化传统及其辩证关

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 ,它以人的生存价值和生

存意义为研究主题 ,是以精神与意义为研究内容的

学科 ,其构成的基本要素是人文知识。人文科学研究

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外化的文化形态 ;其价值在

于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 ,守护一个精神的家

园 ,使人类的心灵有所依归。

提高人文素质 ,包括扩充人文知识和增强人文

精神两个方面 ,二者虽然形态不同 ,但本质相通。人

文知识是前人人文精神的浓缩和积淀 ,我们通过增

进人文知识 ,激活人文知识 ,使之升华为人文精神。

这种通过人文知识来继承前人的人文精神 ,是文化

传承的基本途径 ,也是文化运动的辩证规律。

历史的发展 ,越来越推动着科学文化与人文的

双向互补 ,“求真”与“求善”的双向融合。西方的科学

传统与东方的人文传统的高层整合 ,体现了民族文

化双向互融的历史趋势。西方文化需要吸收东方文

化的人文观念及和谐思想 ;东方文化需要吸收西方

文化的科学理性及法制观念。中国当代高等教育 ,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科学轻人文的错误倾向 ,由此导

致了人文素质教育不力的现象。 现实呼唤着人文教

育 ,我们的传统文化 ,构成了人文教育的资源宝库。

实施“文理兼容”战略 ,是中国高等教育 ,特别是

理工科大学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新型理念。文理兼

容的教育理念 ,早为一些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所确

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在 20世纪 50年代 ,就实施

文理兼容的教育战略 ,专门设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为理工科学生开设了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课程 ,将其

中 8门课程纳入必修课范围 ,并要求学生修够 32个

学分。柏林工业大学也有类似的规定:任何系科的学

生都有要修读哲学、文学、历史、音乐等课程。重视对

理工科学生的文科教育 ,近年来在中国一些理工院

校也有较大的进步 ,如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理

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都设立了专门的人文学院 ,并

规定了理工科学生必修的人文课程学分 ,这无疑是

人文素质教育的巨大进步。

科学与人文知识的相互兼容 ,文化的取长补短 ,

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融通 ,最终才能塑造出

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兼备的现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文化一统天下的特点 ,使

得中国教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人文教育有余而

科学教育不足 ,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历

史状况。 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 ,是在 20世纪初废除

了科举制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建国前的高等教育 ,

主要受欧美国家的影响 ,再加上中国传统人文教育

的历史惯性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具有良好

的传统。建国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整理 ,突出专业

性的教育战略 ,这对于培养专业人才发挥了较好的

作用。但重专业轻人文的现象比较普遍 ,加之专业设

置过细的教育体制 ,影响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

整体素质的提高。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就成了当代中

国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

世纪之交 ,中国加速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时

代步伐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优

化升级。 科学技术的结构软化和学科结构的优化升

级 ,共同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软学科的快速发展 ,从

而使高等教育的学科发展也日益呈现出“结构软化”

的时代趋势 ,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无疑大

有裨益 ,同时也体现了高等教育与人类文明的时代

同步。

人文素质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内

容 ,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视野、文化品味、审

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如果说科学教育在于给人以知

识 ,那么人文教育则在于给人以智慧。 真正的大学 ,

乃是科学与人文相融 ,知识与智慧同尊。

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非专业性因素在工作中的

作用 ,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 ,在今后的任何工

作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唯其如此 ,当代大学

生 ,在学好自己专业的同时 ,还必须学习人文社会科

学知识 ,不断提高人文素养 ,以增强自身适应社会的

能力。

总之 ,素质是立人之本 ,素质是开拓之本 ,素质

是奉献之本。时代的天平已经向素质倾向 ,优化的素

质结构 ,是当代大学生实现自身价值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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