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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读日本学者金子元久的新著《大学教育力》中译本之后，获益匪浅。
以下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出发，简单谈谈我所理解的该书主要内容和其中蕴含的借鉴意义。
　　在现代社会里，高等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而难于把握。
这种模糊主要来源于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条件变化而产生的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为此，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之前，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高等教育的相关人员都
不得不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中，高等教育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二）如果高等教育确实起着某种必不可少的社会作用，那么，促使这种作用顺利发生的机制是什么
？
（三）如何改革才能保证高等教育能够完善机制，发挥上述社会所需要的功能？
（四）高等教育改革得以顺利实现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这些是当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日本自然也不例外。
日本东京大学金子元久教授的专著《大学教育力》就试图根据日本的国情，从学术上回答上述几个问
题。
　　第一个问题看似不言自明，其实尚无定论。
日本有些民众认为“大学就是游乐园”。
虽然公众、政府和高校都从各个方面对大学教育的问题展开过深入探讨，但是并没有形成明确而统一
的认识。
金子教授认为，大学的教育力量就是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这种力量不仅受制于大学方面的教育工作，也取决于学生们在知识和意识方面所作的准备以及希望通
过大学教育获取的东西。
从这两个角度可以把大学生分为四种类型：（一）高度匹配型。
此类学生很有自信，对于将来的展望十分明确。
同时，大学施教方的意图与学生的将来展望保持一致。
这类学生最能够回应教师的意图。
教师们在上课时也最容易被这些学生的要求和反应所影响。
教育体制在整体上也会自然而然地为进一步符合这类学生的需要而发生变化。
（二）有限认同型。
这类学生的自我和社会认识程度很高，但由此所形成的“准备”与大学教育的意图却未必一致。
对于他们来说，大学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关口，毕业以后的努力才是实现自我的手段。
他们对学习并未投入太多的精力，而将时间主要用于兴趣小组活动、志愿者活动和打工等方面。
因为日本企业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并不作任何期待，所以这样的学生反而被企业积极地招收进去。
（三）被动接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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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背景，作者从大学的理念、组织制度、课程架构和学生的学习行为等多维角度
，结合历史发展和国际比较，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上，综合而深入地刻画大学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分析大学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克服挑战、重塑和提升当代大学教育力的根本途径。
书中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同样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
本书写作风格严谨且深入浅出，无论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相关专业的高校学生，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
决策和管理人员，甚至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一般读者都可以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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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子元久，日本东京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研究科教授。
曾任东京大学教育学部长和教育学研究科长，被誉为“日本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第一人”。
　　译者简介：　　徐国兴，安徽界首市人，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育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
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等研究。
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独立负责省部级及其它类型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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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学教育的源流和嬗变　　第一节　大学的成立　　一、历史上人类社会对大学的期待
　　作为提供高水平教育的场所，高等教育机构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世纪。
在雅典，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在雅典近郊的阿加蒂美亚建立学校，对许多年轻人实施教育。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在鲁国的曲阜对弟子们实施教育。
在这最原始的教育形态之中，大学教育的基本起因就直接显露出来了。
也就是说，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构成了教育过程的根本基础。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对话才是教育，这无疑就是他本人所坚持的人生哲学。
《论语》被看作是记录孔子教育内容的著作，但其中的很多内容由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对话构成。
这也再次说明，受教育者的参与是高质量高等教育存在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些教育组织形式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大学”。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具体形态，其原型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完全成型的。
这里所说的大学来自有志于探索学问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的自律性组织（自治团体、行会）。
大学之所以会这样成立，原因不外乎社会需求的存在。
作为其产生的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逐渐充裕，拥有了支持那些不具有直接价
值的社会活动的能力，我们尤其可以将其产生的原因解释为三个方面的社会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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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中几乎所有论题都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同样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比如，书中强调通过博雅和教养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这和我国现在教育界主张通过通识教育
来培养学生素质的观点非常近似。
但不同之处在于金子教授所指的教养教育体现在课程上是指扩张性专业，换句话说是建立在专业教育
基础之上的教养教育。
而我国专家的主张多体现在加强公共课和基础课教学上。
这也给我很大启发，让我再一次深入思考北大和我国一直进行的本科教学改革，比如北大元培计划等
。
　　——闵维方教授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书对高等教育领域里一些
被弄得似是而非的重要概念进行了嫠清，在理论上颇具独创性。
比如博雅教育，作者在充分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把博雅教育划分为探究取向和古典取向两类，进而论
述了它们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及其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影响，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熊庆年研究员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复旦教育论坛》杂志副主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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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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