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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02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经过近一年的筹
备，今天在我国陕西杨凌隆重开幕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教育的国际交流
和合作也日益兴盛。
去年10月，我们就“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主题，在长沙市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论坛；今年10月，
我们就各国高等教育界共同关心的另一主题“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再一次举办国际论坛。
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美国、日本、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俄罗斯、泰国、越南等国家和我国香港
、台湾的嘉宾出席这次学术会议，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省市教育厅的一些负责人、国内数十所高校
校长、一大批专家出席这次会议。
在此，我代表组委会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外国嘉宾和国内代表、专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
。
我们要特别感谢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同志
们为这次论坛的举办所做的辛勤准备，也感谢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对会议的支持。
我们还要感谢为这次论坛的举办，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今年四、五月间分别召开了两次高级研
讨会，并已取得了不少宝贵的成果。
我相信，经过大家这么多的努力，我们这一次的学术论坛一定会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题目，而是许多
年来各国高教界以至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都早己关注的问题。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问题对各国的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重大影响，因而越来越
为人们所密切关注。
我认为，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一问题，确实有着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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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2002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代序言一）在2002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代序言二）
实现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的完美结合是现代大学的重要任务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高等
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教育创新加强素质教育现代高等教育：绿色·科学·人文从天津大学与南开
大学合作办学的实践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互动与融合人文是科学创
造的动力源和科学应用的方向盘陕西高校的人文教育我们的大学需要什么?——简论大学人文教育的几
个问题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是科学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及其实现机制培育新的人文精神要从
中小学抓起——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根本途径把“做事教育”和“做人教育”结合起来——
兼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新世纪高等教育的新使命：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大力促进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发展高等教育应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并重挑战与对策：跨入新时
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珍视传统凝聚精神——兼谈中山大学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科学教育与人文教
育的融合——21世纪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强化“四个创新”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论大学人
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I略谈新世纪教育的选择高等学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路径的探讨——兼
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的电子科技人才建立新的
教学理念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浅谈人文社
会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的融合真理与价值——浅议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现代人才的素质特征：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和融合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调发展何以可能艺术教育与理工科学生创
造思维的培养二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失衡及其调整在并校改革中推进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
融合时代呼唤科学人文精神在课程实践中努力实现“两种教育”的融合——以“改变世界的物理学”
课程为例加强人文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对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再探讨现
代高等教育与大学课程改革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提高学生素质论工科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
教育确立人的素质系统观促进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融合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管理观的嬗变素质
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人文与科学相融构建高等中医教育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相互渗透协调
发展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安全文化是大学生人文与科学教育不可缺少的一课——兼论对大
学生的安全教育高校专业结构的调整与人才培养⋯⋯三四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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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柳宗元在他的名篇《种树郭橐驼》中提出了种树的“八字方针”：“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这是正面的提法；反面提法也是八字：“好烦其令，而卒以祸。
”种树，或移植，都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精辟之极！
“天”，就是老子讲的天道，就是“自然”，就是客观规律，在此就是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顺”
，就是老子讲的人道，就是“无为”，就是不去为违背客观规律之事，在此就是不去为违背树木生长
客观规律之事。
“顺木之天”，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就是“自然”与“无为”的合一，就是真正地顺乎
或按照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来办事、来种树。
“致”就是实现、达到、使之，“性”就是“本性”，“以致其性”，就是使得树木的本性得以健康
的实现。
柳宗元接着具体阐明：“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
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
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此即：一要尊重与发展树木本身的已有习性；二要营造树木生长的合宜环境；三是应该管的事就应
该按规律极细心地做，而应该让树木自由生长时就不要加任何干扰。
这样，树木生长的规律得到尊重，树木的本性也就得到健康发展了。
决不应“好烦其令”。
烦，反“无为”，无事生非；令，反自然，主观主义地瞎指挥。
“好烦其令”，就是醉心于无事生非地频频给树木的生长加以无端干扰，结果适得其反，“而卒以祸
”，树木枯死。
柳宗元深刻地指出，这一切都是由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种树者的作用只在于种树是“顺木之
天”，还是“好烦其令　　那么，如何“顺人之天，以致其性”来办高等教育，来培育高级专门人才
呢？
总的来讲，要在充分考虑社会需要的前提下，按教育规律办事。
它包括：一，应看到育的对象是人，有脑，有本性，即有人性，有灵性，有“灵魂”，应“引导”人
的内在因素合乎其规律全面而主动地向健康方面“发展”；二，应营造一个与此“引导”与“发展”
相应的适宜环境；三，应精心地使这两方面协调起来。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学科建设是龙头，抓紧学科建设。
这是大学学科建设定位问题。
多学科建设，是为了获得学科之间的相互协调、彼此支持，是为了形成学科之间的良好的学术生态平
衡、学术生态环境，从而最终办出特色。
所谓“特色”，就是高水平，就是“非我莫属”、“舍我其谁”。
一所大学，某些学科有特色，有自己的大鲜花，那么，众多大学就形成了学术上万紫千红的大好春天
。
显然，学科建设的本质就是提高学术水平，形成优良的浓厚的学术氛围，这首先是为了“育人”。
学术为基，育人为本。
这就是兴办大学的本义　　第二，大学要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来提高，以为社会服务来发展大学适
应于社会的活力。
这是大学功能定位问题。
教学不过关，何必办此校！
科研水平低，教师水平就低，教学水平就低，为社会服务就缺乏重要源泉。
为社会服务水平低，学校就脱离社会，既难于取得社会的支持，促进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高，又无法
发挥大学在今天社会中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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