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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义遒同志从1985年任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后任教务长、常务副校长，长期从事教学科研
工作，以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
在长期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并能敏锐地发现和提出工作中的问题。
他的许多看法、观点、思想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特别是在理科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得到许多同志
、许多学校的赞同。
　　本书收集了王义遒同志20多年来关于“科学教育”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关于高等理科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文章。
1990年，作者在国家教委于兰州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理科教育座谈会上提出了关于我国理科教育改革
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并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后来理科教育的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关于科学与人文交融的问题，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的、深刻的看法。
作者曾担任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在推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
作者这方面的文章在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促进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上都有重要贡献。
　　作者在本书中还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和思维，很值得大家，特别是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研
究的同志阅读。
　　除了上面这些简单介绍外，我愿把我参加2004年在兰州大学召开的、由王义遒同志主持的高等理
科教育教学研讨会有感的文章《建设高水平的高等理科教育体系》作为本书的代序，以供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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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收集了王义遒同志20多年来关于“科学教育”的一些文章，特别是
关于高等理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文章。
1990年，作者在国家教委于兰州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理科教育座谈会上提出了关于我国理科教育改革
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并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后来理科教育的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关于科学与人文交融的问题，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的、深刻的看法。
作者曾担任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在推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
作者这方面的文章在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促进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上都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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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义遒，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2年9月生，浙江宁波人。
　　195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6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相当
于现博士）。
在核磁共振波谱学、量子电子学、原子钟和时间频率计量，以及激光冷却和陷俘原子领域有许多国际
或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出版有专著《量子频标原理》（与人合著）和《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
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等奖项。
1985年以后从事大学行政管理，曾任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教务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教育
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主任等职，在大学教学、
科研和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建树和论述，多次获国家教学优秀奖，被评为1998年全国高等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
著作《谈学论教集》、《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
《湖边琐语》。
现任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高等理科教育研究会顾问，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副
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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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代序前言第一编　高等理科教育改革与发展关于修订理科本科专业目录的意见理科毕业生到工矿
企业或管理部门工作大有作为关于高等理科教育改革的几点看法当前高等理科教育研究的若干问题新
世纪高等理科教育若干新问题及其探讨对新形势下我国高等理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关于当前高等
理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建议第二编　科技人才培养关于技术科学的人才培养谈谈跨世纪科技人才的培
养谈谈研究生培养中国文化传统与高等学校基础教学的改革——从丘成桐先生一席话说起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叶企孙经验的启示——纪念叶企孙先生诞生110周年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追求什么样的教
育质量第三编　实验与创新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是培育人才、繁荣科学的根本途径重点大学是基础
研究的主力军在21世纪人才培养中实验教学的地位与作用——在97实验教学改革研讨会上的报告当前
实验教学改革的几个问题——在全国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实验教学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以创新为灵
魂，改善与优化学校整体育人环境关于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些想法不能以创新教育代替素质教育第四编
　科学与人文交融科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再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
人文精神一个科技工作者的社会科学观一个阅读经典不多的人谈点经典阅读中国呼唤科学！
科学呼唤人文，人文导引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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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高等理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理科主要是指数学和自然科学（以下含数学）的基础学科，
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我国高等教育也把由这些学科衍生出
来的，设在原文理综合大学的技术科学和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如：力学、信息与电子科学、材料科
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等学科归为理科（因所在学校的侧重不同
，同名学科也可列为工科等别的大类）。
由于后面一大类学科与工程及应用技术关系密切，高等教育上遇到的问题与基础学科不尽相同，在讨
论“高等理科教育”时我们主要指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有时也统称为“科学”。
　　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任务是认识自然，即发现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现象的规律（物质之间的联系
，以及它们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机制和数量关系），并预见新现象及其可能应用。
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不外乎对自然的认识，包括对作为生物体的自然人的认识，和对由人群构成的
社会的认识，包括作为社会人的人的认识。
因此，理科知识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由于人本身由物质构成，而人类社会依靠物质世界而生存和发展。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首先要求了解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自然科学知识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更
具本原性和基础性。
　　人们取得自然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为了提升人类自己，即提高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文明
程度，使人类更为自觉地生存和发展；二是为了现实的功利——更好地利用自然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
件。
人类社会的进步以生产力的提高为标志，提高生产力靠采用先进技术。
近代新生产技术的孕育与诞生都依赖于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　　“科学教育”在这本书中有两种含义
：一是作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专业教育，这就是通常所称的“理科教育”；一是对全体大学
生进行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方法和精神的教育，即一般科学教育。
后者在近年来也加入到“理科教育”的范畴中来了。
在像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大学里，这两种教育当然是互有联系，相得益彰的。
这个文集收集了作者20年来对于科学教育问题的一些文章，分成四编。
　　我从1985年初担任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次年又任教务长，筹划理科教学、科学研究和学科
建设是我的主要任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时期，理科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如何摆脱困境，促使大学理科教育改革与发展，是我在那段时间里集中思考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当年我国高等理科教育的共同问题。
1990年7月，原国家教委在兰州大学召开了全国高等理科教育工作座谈会（简称“兰州会议”），是我
国高等理科教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
会议对高等理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新形势下深化高等理科教育改革的方针和任务都提出了明确意见
。
我在这次会上代表北京大学做了发言：“关于高等理科教育改革的几点看法”（见本书第一编）。
这以后，我于1993年被推选为当时新成立的“全国高等理科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直到2004年。
这期间责任使我随着形势的发展考虑了一些高等理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这就成了本书第一编。
这里的一些观点成为大家的共识，例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研究生教育的扩大，高等理科
教育的任务应该从单纯的理科专业教育扩大到对全体大学生的科学教育；一些观点并没有得到所有人
的认同，例如，我认为“理科人才”的本质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素质”，即强烈求知欲，探索、质疑
与创新精神，理性思维与创造能力，乐于和善于透过事物现象探求其内在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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