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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叔子教育雏论选（套装上下册）》汇集著名教育家、机械工程科学家杨叔子院士有关教育论
述。
全书分上下两卷，选取了杨叔子有关教育论述91篇，涵盖文化素质教育与素质教育、科学与人文、民
族文化与民族文化教育等七个部分。
91篇论述既各有侧重，独立成篇，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核心即是：&ldquo;育
人&rdquo;是教育的永恒主题。
书中提出了很多意义深刻的看法，如&ldquo;教育，是&lsquo;育人&rsquo;，非&lsquo;制
器&rsquo;&rdquo;；&ldquo;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技，一打就跨；没有民族文化，不打自跨。
&rdquo;等等，这些都对我们的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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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叔子，1933年9月生于江西省湖口县。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
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邀理事。
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30余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和顾问。
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称号，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在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一
系列成果，获国家、省部级科技与教学重要奖励20余项。
所指导的研究生中，已有百余人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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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部分 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
　 身需彩凤双飞翼——谈高校加强文化素质培养问题(1995年)
　 继承传统面向未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1995年)
　 永必求真今应重善(1997年)
　 下学上达文质相宜——论知识如何转化为能力、素质(1998年)
　 在理工科大学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1998年)
　 人文教育：情感、责任感、价值观——兼论素质教育(1999年)
　 做好“三提高”工作培养“全”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回顾与思考(1999年)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素质教育(1999年)
　 读《李岚清音乐笔谈》——兼谈全面素质教育(2005年)
　 文明以止化成天下——纪念我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2005年)
　 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2007年)
　 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今日审视(2008年)
　
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纪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十周年(2009年)
　 认清新形势，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及其课程建设(2009年)
　 坚持“以人为本”走素质教育之路(2010年)
　 学应有专德育为先文化整体育人(20lO年)
　第二部分 科学与人文
　 现代大学与人文教育(1999年)
　 相互渗透协调发展——谈正确认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2000年)
　 是“育人”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2001年)
　 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2002年)
　 科学人文和而不同(2002年)
　 科学人文不同而和(2003年)
　 专业课中大有人文(2003年)
　 先进制造技术及其发展趋势(2004年)
　 科技发展的世纪回眸、当前趋势与若干人文思考(2005年)
　 科学求真．人文为善?艺术致美?工业设计务和谐(2007年)
　 走向“制造—服务”一体化的和谐制造(2010年)
　第三部分 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人文底蕴大学教育(1995年)
　 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1998年)
　 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再论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1999年)
　 时代呼唤：让大学生走近戏剧(1999年)
　 重读《论语》——兼谈如何读书(2003年)
　 “庖丁解牛”对科学教育的启迪(2003年)
　 经典需诵读诗教应先行——一项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战略措施(2004年)
　 甲申三百六十年启思——兼谈保持“两个务必”与弘扬民族精神(2004年)
　 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2005年)
　 民族文化教育自主创新道路(2006年)
　 “兴于诗”：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08年)
　 国魂凝处是诗魂(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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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人文文化、民族文化的基础性——从“四个跟不上”谈起(2010年)
下册
　第四部分 成人成才
　 难忘的时刻难忘的地方(1999年)
　 踏平坎坷成人成才(1999年)
　 德治?育人?人格(2002年)
　 情感的力量(2004年)
　 思维是关键关键在超越(2005年)
　 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谈大学生的“德”(2006年)
　 给三名大学生的复信(2006年)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写在“相对论”诞生100周年之际(2007年)
　 年轻人，火热的心!(2008年)
　 给广东商学院一名学生的复信(2008年)
　 “幼而学，壮而行”——在教育部2009年9月9日于北京举办的
　 “第四届全国师德论坛”上的书面发言(2009年)
　 读好书，做好人(2009年)
　 风物长宜放眼量(2009年)
　第五部分 研究生教育，
　 为培养研究生努力开出新课(1981年)
　 厂校合作，培养高质量的工程硕士(1992年)
　 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创刊十周年和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建院十周年而作(1994年)
　 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建设第一流社会主义大学(1995年)
　 要把研究生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995年)
　 《游褒禅山记》对研究生教育的启思(2003年)
　第六部分 教学改革
　 专业课教师教些基础课，好处甚多(1981年)
　 系统集成改革机械类教学(1999年)
　 创新之根在实践(2001年)
　 面向21世纪机械工程教学改革(2002年)
　 再论创新之根在实践(2002年)
　 三论创新之根在实践(2003年)
　 菁菁者莪教师为本——兼论大学中教学的基础地位(2004年)
　 创新源于实践(2004年)
　 学习知识超越知识教育提升素质(2005年)
　 要真抓课堂教学质量(2007年)
　 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很重要(2007年)
　 再论要真抓课堂教学质量(2008年)
　 谈谈我对“CDIO——工程文化教育”的认识(2008年)
　
再论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很重要——纪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颁布十周年(2009年)
　第七部分 大学发展与大学管理
　 新中国高教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庆祝华中理工大学建校四十周年(1993年)
　 让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财富(1995年)
　 论重点理工大学实现四个转变(1996年)
　 在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任免仪式上的讲话(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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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则立，不预则废——关于大学发展战略思想的几点思考(1998年)
　 高校应努力成为知识经济的动力源(1998年)
　 论教授治学——兼议《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2002年)
　 治学育人必正其风(2003年)
　 外语教学与人文关怀(2005年)
　 继承历史财富不断丰富发展——由庆贺朱九思同志九十华诞而作(2006年)
　 精辟的见解深刻的教诲——庆祝涂又光先生八十寿辰(2006年)
　 校园文化与时代精神(2007年)
　 在清华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开幕式上的讲话(2007年)
　 在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开幕式上的讲话(2007年)
　 大学的生命：日新之德——为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时的讲话发表一周年而作(2008年)
　 管理事关高校大局(2009年)
　 关于高等教育中两个根本性问题的思考(2009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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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动摇。
但文化的反作用、精神的反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巨大的，乃至是决定性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文化落后、精神颓丧，同样会“挨打”，会受凌辱；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
史，忘记了自己的文化，历史虚无，民族虚无，精神虚无，社会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就会亡国、亡民
族。
历史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从1840年到1949年，我国经济落后，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侮辱与宰割。
但是，我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雪
洗了百年耻辱；又用小米加步枪，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
物质力量。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不但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也要为文化建设服务，为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应该说，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道理。
因为社会的发展，始终包含着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这两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方面，它是
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科学技术越进步，社会物质文明越高速发展，就越要重视人文教育，重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具
有良好的全面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反之，单纯的、片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但不能通过科技本身来解
决，而且将使人类失去精神支柱，使人类文明陷入严重的危机，社会将遭受极大的破坏，人类将饱尝
科技进步可能带来的惨重恶果。
时至今日，综览世界与我国现况，伴随科技进步与经济繁荣而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难道还
不发人深省吗？
没有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将永远愚昧落后；没有人文文化发展与精神文明进步，人类将堕入科技进步
可能带来的文化黑暗及社会灭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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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叔子教育雏论选(套装上下册)》：教育，是育人，非制器。
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技，一打就垮；没有民族文化，不打自垮。
大学生的成长，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结合方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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