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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和日本高等教育学会联合主办、新疆师范大学承办的
第三届中日高等教育论坛于2007年8月2日～5日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日大学的管理与人才培养”，具体议题有：“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教育财政”、“院校经营与管理”和“大学教育质量保障”。
14位日本专家和26位中国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共收到论文31篇。
在4天的会议期间，专家们围绕近年来中日两国大学管理和人才培养面临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
中方和日方各有13位代表在论坛上作了发言。
　　作为中日高等教育论坛的惯例，本次论坛由日本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发展
中心中心长山本真一教授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杨德广教
授分别作了论坛的主题发言。
　　山本真一教授主题发言的题目是《近年日本高等教育经营环境的变化及应对》。
山本教授指出，日本高等教育正在进入一个大变革时期，为此，大学不仅要积极改善素质，而且也需
要变革经营模式。
　　杨德广教授主题发言的题目是《大学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思考》。
杨教授指出，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
益强大的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是培养和造就高水平创新型人才。
高等学校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地和摇篮。
　　围绕论坛的四个议题，12位日本专家的大会发言依次为：日本人间文化机构理事大崎仁先生《高
等教育政策的课题——中日比较》（大崎仁先生因病未到，论文由金子元久教授代读）、东京大学综
合教育研究中心小林雅之教授《教育经费负担和财政性学生资助政策面临的课题》、东京大学大学院
教育学研究科金子元久教授《日本国立大学法人的评价机制》、东北大学高等教育发展推进中心米泽
彰纯副教授《从“评价”看日本的高等教育》、仓敷作阳大学音乐系山野井敦德教授《日本大学教师
的国际人才的培养及招聘——以中国籍教员为例》、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北恒郁雄教授《
关于面向“优等生”的特别举措》、传媒教育发展中心吉田文教授《日本“一般教育”的历史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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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大学的管理与人才培养：第三届中日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由多位中日著名高等教育专家
对目前大学的管理与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探讨，分为中日文上下两册。
每册各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为：高校人才培养、高等院校发展、高等教育经费、高等教育评价、高
校教学与研究。
全书从中日两国各自的视角对相似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和观点交换，促进了两国的文化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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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高校人才培养高等学校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思考通过大学教育学生的成长：大学生的教育效
果与大学环境论通识教育在创新性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加强实践研究型学习，提高本科生创新能力与思
考第二篇 高等院校发展近年日本高等教育经营环境的变化及对应小型高校应创造改革的“大舞台”论
中国大学的经营扩张期以后的私立大学日本“一般教育”的历史变迁第三篇 高等教育经费教育费负担
和财政性学生资助政策面临的课题中国大陆高校学费对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影响——实证调查与分析
日本的高等教育财政第四篇 高等教育评价日本国立大学法人的评价机制中日两国名牌大学学科领域的
国际地位和学术指标分析从“评估”来看日本的高等教育——国内逻辑和国际逻辑的纠葛及未来的展
望FD的制度化与大学评估第五篇 高校教学与研究中日本科课程改革与美国模式——比较的视角日本
大学教师中国际人才的培养及招聘——以中国籍教员为例以研究性学习带动教学模式创新关于面向“
优等生”的特别举措中国大学课程体系改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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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才在某一个方面有所创新，一般是指其在某个专业点上有所突破。
从我国的创新性人才的特征来看，这种突破不再仅仅是表面上的简单创新和突破，而往往表现为一种
经过积累的思维的创新。
也就是说，创新并不能一蹴而就，所谓的突破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成就的硕果。
从人才培养的观点来说，创新性人才所具备的素质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或是完全独立发展的，这
些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概而言之，创新性人才的基础是人的全面发展。
与此相应，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就是在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创新人格的培养、创新思维的培
养以及创新技能的培养。
　　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高等学校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际上，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高等学校中，它涉及高校的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科研团队、学术评价、体制改革、产学合作以及
创新性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
而相对于其他因素来说，课程体系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尤为直接，是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途径。
其中，以培养学生全面的素质、构筑合理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拓展知识背景和能力基础为目的的通识
教育更是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基础。
　　2．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人才培养的一种模式。
通识教育最根本的理念是通识思维能力的培养。
所谓通识思维能力即想得更深入、看得更宽阔、判断得更正确的能力。
其目标是培养通“识”，在于让受教育者形成开阔的视野，使他们成为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
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
因此，通识中的“通”不是什么都知道的“通”，而是贯通的“通”，即不同学科的知识能够相互通
融，遇到问题时能够从比较开阔的、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思考，收集资料，与人交流合作，达到不同文
化和不同专业之间的沟通。
　　高等教育是在完全的中等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但不能仅限于专业教育。
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过分专业化日益明显，导致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知识面不宽、
综合素质不高、社会适应性不强等问题我们已经遇到过了，通识教育的实施就是作为高等教育过于偏
重专业知识的一种纠正、一种尝试。
但是从此，因担忧实施通识教育会减少专业教育的时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比例划分成为大学教
学改革争论的焦点。
其实这是对通识教育的误解，表面上看，在有学年限制的大学教育中，两者会出现你多我少，你少我
多的情况，而实际上通识教育也可促进和完善专业教育，二者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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