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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文化传承创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在华中农业大学2011年暑期中层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邓秀新

(华中农业大学 校长办公室,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与教育质量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从高校的

外显、高校的内涵、高校的俗解3个方面阐释了对高等学校的认识;认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应包含培养学生和培

养师资的二维目标,而一个好的人才,首先要有好的人生观、世界观、是非观,要有信仰和道德底线,第二要有智

慧;高校通过把好招聘人才的门槛、注重培养过程、注重学习、注重文化氛围建设等措施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最
后通过球体上下坡的比喻解读教学、科研工作的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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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志、各位老师,今天这个学习研讨会的主

题是文化传承创新与教育质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庆

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

出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

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文

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而人才培养是大学文化传承创

新的主渠道。我认为文化传承创新与教育质量这两

个关键词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一所大学如果没有自

己的文化,不可能培养出有特色的高质量人才。下

面就这个主题,我谈谈个人想法。

  一、我心中的高校

我当校长整整四年,常常问自己:高校在我心目

中应该是什么样的? 老百姓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的学

校? 我认为首先得问这所大学称不称得上是大学,
然后再谈人才,看这所大学应该有什么人才。最近

一段时间我思考这个问题,下面从三个角度谈谈我

对高等学校的认识。

1.高校的外显

从外表看,大学首先是人才培养的摇篮,然后是

产业发展的技术源,也可以说是产业提升的发动机。
对华中农业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说,就是农业产业发

展的技术源或者生命科学发展的技术源。此外,大

学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思想库,大学应该有很好的思

想,能够给政府、给社会发展出“点子”。但是,我们

这类行业性大学在这方面相对弱一些。每年我都有

机会参加一些比较宏观的座谈会,与综合性大学或

文科水平较强的单位的与会代表相比,我深深地感

觉到一所大学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底蕴会影响到思想

的深远、“点子”的好坏。和其他高校相比我们弱了,
为什么? 我们的文史哲弱了,缺少这方面的学科、人
才和相关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文史哲学科和

人才的培养。至于我们是不是要把文史哲办得很强

很大很好,那倒不一定,但作为一所大学一定要有这

方面的学科和人才。

2.高校的内涵

从内涵上说,大学是智慧的源泉、文化的染缸。
一个人从学校走一趟,就会受到文化的熏染。一所

大学的校风,按上午蔡教授讲的,有外观的、内涵的

等等,这是一种文化,你进去熏陶一段时间,就成了

这个样。华中农业大学的人走出去比较朴实,这就

是狮子山的文化熏陶出来的。既然大学文化这么重

要,那么我们大学要有一种什么文化,这种文化是不

是向上,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值得我们深

思。大学是知识的超市。到这里来以后,我想学什

么,就去选什么课程,然后,在某一方向(或专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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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个性和特色。我们培养人才,如果朝着多科性甚

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方向发展,那么我们这个“超
市”卖的东西还比较单一。最近,我们跟学校教务部

门说,希望多开一些新课并且逐步加大这方面的支

持力度。开新课不是把某一门课程进行切割,例如

本来是一门植物生理,将其切成细胞生理、激素生理

等多门课,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要抓紧把我们目

前没有的而又急需的课开出来,小课20个小时,大
课40个小时。另外,大学要成为人才培养过程中能

力提升的加速器。也就是说,人们到大学培养一段

时间,出来后他的能力就要能得到提升。这几点是

大学应该有的内涵。

3.高等学校的俗解

通俗地说,高校应该是为昨天、今天和明天工

作。为昨天工作是做什么呢? 就是传承文化。把农

业文明、农业技术传承下来,以及把相关学科传承下

来。为今天工作是做什么呢? 就是解决产业和社会

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为明天工

作,那就是培养人才、创新文化。解决今天的问题比

较有显示度,解决昨天的问题,则很隐性,解决明天

的问题比较难但很重要,人才培养是一项见效慢的

工作。这3天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昨天和今天的工

作是为了明天更好。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再来理

解高校人才的二维性。

  二、高等学校人才的二维性

讨论高等学校人才,一般都会想到培养学生,这
点很容易形成共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我们在座的师资队伍,没有良好的师资,学校不

可能取得好的发展。因此,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应包

含培养学生和培养师资的二维目标,培养学生是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好产品”,培养教师则是打造培

养学生所必须的 “工作母机”。教师的成长是学校

发展的依靠,对于教师培养我们要更加重视,教师培养

的周期长,短期不容易抓出成效,需要持之以恒地抓。

1.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二维性的缘起

我们都是从青年教师成长过来的,大家都有成

长的体会。没到学校报到的时候,是学生,报到后就

成老师了。但是,从一般教师到大师级教师,从教书

匠到能答疑解惑的智者,这个过程很长。因此,高等

学校人才的培养,除了我们学生的培养,很重要的是

我们教师队伍的培养。我觉得,与我们对学生培养

的重视相比,我们对培养教师的重视还不够。重视

教师的培养是我们以人为本的表现,也是对学生培

养负责任的做法。在我们学校,不可能像国内某些

高校那样有条件耗费巨资引进大批优秀师资,更多

的还是要靠自己培养,从小苗浇水施肥接受阳光雨

露慢慢培育起来。我们的人才到今天大部分还是走

的这条路,即自我培养成长,这既是一个没办法的办

法,也是一条非常有效的基本经验。所以我要说的

一个观点是,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具有二维性。也

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更重要的

是把我们学校的教师培养成某个方面的专家、大家

甚至大师,这才是我们正确的人才观。

2.人才质量的构成要素

是教书匠还是能够答疑解惑的智者,这是我们

今天提出来的一名老师是不是称职的问题。好的人

才,第一个要素是要有好的人生观、世界观、是非观,
要有信仰和道德底线。同样一件事,如果发生在高

校老师身上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一般人身上,社会的

评价是不同的。学生的世界观培养,既要靠思政课,
也要靠社会环境。教师靠什么? 怎么去培养一个好

的信仰? 以前我们院系有一些学习活动,现在,这些

活动也有,但是相对变少了。反而我们有些实验室

尤其是国家重点实验室,还经常聚在一起研讨一些

事情,这是凝聚大家的方式。一种好的组织方式,对
每个院和系都很重要。英国一所大学校长跟我说,
要统一思想,最好的办法是把大家召到一起来研讨,
把不同的人放到一起研讨,在不同层面开展研讨,形
成共识。这是第一个关于人才质量构成要素的要

求。第二个要素就是要有智慧。有知识比较容易,
有智慧比较难。人分成几种,从无知到有知,从无能

到有能力,有的人是有知识,但是能力差一点,即我

们讲的智商可以,情商不行;还有的人是知识不太

行,但是能力不错。我们以知识和能力作为两个坐

标轴建立一个坐标体系,第一象限是既有能力又有

知识,这个区域里面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我们说

智慧不等于知识,它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点子。其他

象限里面是有知识没能力或有能力没知识,都不是

我们希望的,没知识没能力在高校是绝对要杜绝的。
下面我想谈谈如何使我们的人成为人才。

  三、如何成为人才

要使一个人成为人才,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1.要注重学习

通过学习获取需要的知识,提升能力。知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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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书本和网络等渠道和方式解

决,能力的提升要通过实践环节、科学研究和案例课

程等来解决。目前获取知识的体系比较完善,但对

学生能力的培养相对薄弱。现在,有的用人单位觉

得研究生不如以前的大学生,这实际讲的主要是如

何提高实践能力的问题。我们提出要建成研究型大

学、研究型学院,是因为科学研究能提供一个提升能

力和提升智慧的途径,是因为人才的培养需要这个

环节,能力的培养需要这个环节,因此我们鼓励每个

老师都要做研究,即使是教学为主的教师也要做教

学研究。

2.要注重文化建设

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好的文化氛围。实际上,谈
大学文化,我们每个人都是构成文化的一份子,教师

本身就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我说环境本身

就是文化,一种很广义的文化。文化是一种存在的

表现,是一种存在。好的文化氛围是优秀人才成长

的土壤。

3.要把好人才招聘的门槛

这几年华中农业大学通过制度建设把引进人才

的门槛慢慢地规范了。把好入门关,主要是要选择

好的胚子,选择志存高远、品行端正的人,特别要防

止学术近亲繁殖的问题。近亲繁殖是一个现实又比

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发现,有的院系说一千道一

万,总觉得自己的学生好,有的甚至一年留了5、6个

自己的学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要仔细考虑近亲

繁殖的问题,这个东西会害好多人,害我们后面一代

人。因为学术思想不开阔,老在那里推磨,推过去转

过来,还是那样,没有开拓精神。

4.要注重培养过程

对新来的年轻教职工,要有个人职业规划。昨

天我给新教工讲了一堂课,谈了“人生一定要有规

划”这个观点。我们对学生做了详细的培养计划,但
对教师做得还不够。我们每一个教师有没有发展规

划? 有的院系,新人到了以后,院长很负责,安排谈

话、安排进入团队、安排导师,也有个别单位是放鸭

子。如果放鸭子,放几年以后,再厉害的天才都要被

放凉了。我们在基金委评基金、评杰青的时候,经常

谈一个观点,我们不但要看他取得的成绩,我们还要

看过程,每个人取得成绩的难度系数是不一样的,这
里有一个煤球“理论”。我们把人才比作蜂窝煤球,

一个煤球丢到燃烧得很旺的炉子里,一进去就能发

光发热。如果丢到一个冷炉子里面,还要找柴火把

它引燃,等炉子烧热了,煤也烧完了。这个比喻很形

象,你去看看我们的职工,同一期进学校,有的两年、
三年做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自己成长了,也提升了

学校的地位,贡献很大。有的人一直很努力,做出点

成绩的时候已经临近退休了。现在我们每年引进

80~100名教职工,希望我们的院系领导,一定要注

意过程培养,要把人才放到热炉子里面。

  四、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

教学和科研的问题,是大家经常会说到的事情。

2010年原教育部副部长陈希视察我校时谈了一个

球体上下坡的“理论”。他说教学是推球上坡,你不

用力它就向下滑,科研是球体的下坡运动,向下运动

速度越来越快,关键在规划好方向,才能达到目标。
这个比喻很形象,教学的上坡运动比下坡要难一些,
如果你松一点他松一点,那学生的培养质量就下滑

了。科研属下坡运动,特别是在研究型学院和研究

型大学,科研不再是大家做不做的问题,大家都争着

去找项目,关键是要选好方向。
在科研方面,现在我们学校有做基础研究的,也

有做应用的。我们学校既要有基础研究也要有应用

研究,否则你只能为明天工作,不能为今天工作。基

础研究的关键是选好人,应用研究的关键是选好项

目。只有对本领域本专业痴迷的人才适合做基础研

究,才会做出一些别人做不出的东西。应用研究关

键在于选好项目,应用研究我们不强调钻牛角尖,一
定要有应用前景,要有需求。我希望有关部门和院

系在科研上一定要选好人、定好位。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具体一个人来说还是重在

启动。我们进来的教师包括我们的干部,如果进来

后就把他凉在那,既不是冷炉子也不是热炉子,丢在

煤窝里面,那煤永远也不会发热。我们一定要想办

法把他烧起来,创造条件给他一个初速度,初速度越

快这个人就成长得越快。因此,希望我们各院系对

我们新进来的人,观察一段时间后,如果发现这个人

确确实实是个苗子,关注一下,给他初速度,有机会

送他到外面去,或者是到大的课题组去,找点资金扶

持一下,把他的初速度拉起来,很快就能成长,成了

才你这个学科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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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ofCulturalHeritageandImproving
EducationalQualityinanAll-roundWay

———RemarkattheTrainingclassofHuazh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Middle-levelCadreinSummerof2011

DENGXiu-xin
(PresidentOffice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Withthedeepeningofreforminhighereducation,innovationofculturalheritageanded-
ucationalqualityinuniversitieshavegraduallybecomethehotspotsinthesociety.Thispaperfirstlyil-
lustratestheunderstandingofuniversityfromtheexteriority,theconnotationandthegeneralinterpre-
tation;secondlythispaperpointsoutthattalentcultivationinuniversitiesincludescultivationofboth
studentsandteachingstaffs,aqualifiedtalentshouldpossesscharacteristicsincludinggoodphilosophy
onlifeandworld,belief,bottomlineofsenseofrightandwrongandethics,andthewisdom.Cultiva-
tionoftalentsinuniversitiesshouldfocusonlearning,constructionofculturalatmosphere,criteriaof
talentrecruitment,processofcultivation.Finallythispaperinterpretsthetrendsofteachingandscien-
tificresearchasballmovingupordown.

Keywords innovationofculturalheritage;educationalquality;talentcultivation;highereduca-
tion;university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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