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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很多大 学 都 在 思 考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的 改 革 和 创 新，开 始 施 行 书 院 制。新

型书院制有别于传统书院，以学生住宿园 区 为 管 理 平 台，开 展 通 识 教 育 和 提 供 非 课 程 形 式 教 育，促 进 学 生 全 面 发

展。新型书院制尝试从培养理念、教育内容、管理方式等方面创新人才培养，提升人才培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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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书院起

于唐代，废于清末，绵延达千年以上。中国古代书

院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在

西方，以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为代表，书院制

也有８００余 年 的 历 史。随 着 高 等 教 育 的 快 速 发

展，很多大学都在思考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

新，书院制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的选择。
书院制是实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相 结 合，

力图达到 均 衡 教 育 目 标 的 一 种 学 生 教 育 管 理 制

度。书院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提供非课程形式教

育，配合完全学分制，推展学术及文化活动，实现

学生文理渗透、专业互补、个性拓展，鼓励不同背

景的学生互相学习交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需要。它以学生宿舍为管理平台、通过实施导师

制和导生制、学业指导、住宿服务、学生自治、文化

建设等相关项目与服务，承担学生思想教育、行为

养成、素质拓展、社会实践等方面任务，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相较于传统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新

型书院制在培养理念、教育内容、管理方式等方面

有诸多创新。

一、创新培养理念

１．通识教育，全人培养

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提出，教育的

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Ｗｈｏｌｅ　ｍａｎ），培 养“好”人

（Ｇｏｏｄ　ｍａｎ）、“好”公 民（Ｇｏｏ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和“有 用”

的人（Ｕｓｅｆｕｌ　ｍａｎ）［１］。从 广 义 上 说，教 育 可 以 被

分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

生成为负责任的人和公民，即“好”人和“好”公民；

专业教育则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能

力，即让学生成为“有用”的人。长期以来，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化、功利化倾向十分明显，很多学生进

入大学的目的就是学习一个所谓“热门”专业，将

来能够从事一种体面的职业，大学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颁发文凭、证明其职业资格的机构”［２］。“我

们生活在一个专业主义的时代，”“然而，我们必须

认识到，一个完全由专家控制的社会不是一个明

智而有序的社会。”“如何在一个专业主义必不可

少的系统里挽救通识教育及其价值”，书院制是一

项有益的尝试［３］。

新型书院制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强化通识教

育，弥补过度专业教育的不足。书院制打破了原

有专业学院的划分，在学生培养中加大通识教育

的比重，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经典

纳入人才培养计划，促使学生思考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奠定基

石。此外，新型书院制模式下，不同专业学生混合

居住，可以促进文理交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学

生的专业局限，拓宽学生的视野。需要说明的是，
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是教育的两个方面，是不能

完全分离的，“认为这两种教育具有非常明显的区

分是错误的”［４］。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应该 互 相

融通，好的专业教育应当包含通识教育的功能，而
通识教育则会赋予专业教育更丰富的内涵。“通

识教育不仅为学生选择专业提供了足够的根基，
而 且 还 为 学 生 充 分 发 展 其 专 业 潜 质 提 供 了 环

境。”［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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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师生互动，导师引领

导师是书院的灵魂。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的学规提及，“每一个理想的人物，其自身即代表

一门完整的学问；每一门理想的学问，其内容即形

成一理想的人格。你须透过师长，来接触人类文

化史上许多伟大的学者；你须透过每一个学程来

接触人 类 文 化 史 上 很 多 伟 大 的 学 业 与 事 业”［６］。
导师通过精神的引领、文化的熏陶、专业的教育，
对学 生 施 加 全 方 位 的 影 响，促 进 学 生 全 面 成 长。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英语世界中最古老、
最著名的大学，在漫长的８００多年历史中，培养出

了无数的社会精英而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的两座丰碑。两校持久推行书院导师制，师生主

要以书院为单位，每一名本科生由一名或数名导

师指导。师生在书院共同学习生活，经常性面对

面的交流形成了亲密的师生关系。导师通过自己

的言传身教、学识和感染力影响学生，传递出特殊

的学术风格，甚至更宽广的文化精神。书院导师

把学术教学和道德教诲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构

成书院教育的理想［７］。
书院都很重视书院导师的选聘，一般 都 选 择

德高望重、专业精深的资深教授或者杰出校友担

任书院导师。以台湾政治大学新生书院为例，导

师既 有 各 系 所 的 资 深 教 授，又 有 知 名 企 业 家、政

要、作家、主持人等杰出校友，为学生提供全方位

指导。新生书院为每位学生设有三位导师：学术

导师、书院导师和生涯导师。学术导师主要任务

是开设新生通识课程、开设大学入门课程、进行学

士课后辅导。书院导师的主要任务是开设服务学

习课程、带领住宿学习社群、办理住宿学习活动。
生涯导师主要为学生分享个人学习历程、建立校

友薪传关系、提供校外学习机会。

３．自主管理，自由发展

书院是学生自我管理和生生互动的 平 台，为

学生自由发展提供各种载体。在书院建设中，应

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为学生创意的实施和

才能的发挥提供机会。书院的ＬＯＧＯ、院训等文

化符号可以面向学生进行征集，书院的学习活动

场所可以交由学生管理，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主人

的感觉。在书院制管理模式下，更加注重吸收学

生的意见，对话、协商成为书院治理的重要方式，
命令服从式的管理方式日益减少。书院的规章制

度也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合理诉求，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并且根据情况适时调

整。创新学生组织设置，选拔优秀学生代表组成

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负责书院一般学生事务的

处理协调。学生社团在书院文化活动和非课程形

式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书院文化活动的设

计开展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创意，让更多的同学

通过社团参与其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开展这

些活动，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组织的影响力和其成

员的兴趣与凝聚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交际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大学普遍采用的“家

族”是一 种 很 便 捷 的 学 生 组 织 形 式 和 联 系 方 式。
一位导师或者学长带１０位左右学生，就组成一个

温馨的家族，大家一起学习生活，一起成长。家族

是师生互动的重要平台，是创造、分享、体验的重

要载体。一个个家族就组成了书院这个大家庭，
营造“家”文 化 是 书 院 文 化 建 设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二、创新教育内容

１．强化通识教育

一是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目 前，大 学 通 识 教

育实施主要有通识课程必修、通识课程自由选修、
名著课程、核心课程等基本模式，无论哪种模式，
通识教育课程设置都处于关键地位。１９４５年，哈

佛委员会建议在学生学位所要求的１６门课程中，
应有６门属于通识教育类课程，内容涉及人文学

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此后的几十年间，哈佛

对通识教育课程几经反省和改革，课程设置不断

完善。
二是大力推行经典阅读和导读。经典阅读和

导读历来为世界知名学府所重视，牛津、剑桥、哈

佛等大学的名著课程让学生直接与大师对话，感

受经典的深刻内涵，深受学生欢迎。圣约翰学院

的名著课程计划要求学生用４年的时间学完大约

１００本西方历史上的名著。台湾地区一些书院大

力开设导读性的课程，如“中国哲学名著导读”“中
国文学名著选读”“史传散文选读”等。台湾大学

“中国哲学问题讨论”课程，以中国哲学文献为基

础，采用提问、辩论、讨论的方式教授。
三是开展非课程形式通识教育活动。除了通

识教育课程之外，丰富多彩的非课程形式通识教

育活动成为新型书院制的重要特征。台湾东海大

学书院设有博雅讲堂，邀请大师与书院生分享学

思历程，举办各种雅叙与短讲活动。

２．推进公民教育

８２

　江苏高教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当下中国正在追求和推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

家的良性互动，因此培养公民意识、促进个体发展

不应当被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对立面。在维护社

会和谐与稳定的同时，应当鼓励和积极引导公民

参加社会实践，创造公民社会参与的机会，这种社

会参与既可以是履行公民权利、行使公民义务的

政治性参与，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个体

之间互助合作等非政治性的社会参与。高校应当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公民体验，让学生参与到学校

管理服务的各项事务之中，感受不同主体之间的

利益博弈以及权力与权利的互动。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学生管理更多强 调 其 中

“权力规制”的方面，而关于其重要的“自治策略”
维度没有被足够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

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新型书院制

正是为学生自我管理提供了平台，一些书院设立

学生治理与发展委员会、社区调解委员会等组织，
这些组织由学生代表组成，处理学生事务和社区

矛盾，讨论学生活动规划，把属于学生的事务交还

给学生自主管理。

３．重视生活教育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学生普遍缺乏 基 本 的

生活技能和生活常识，缺乏对生活的热爱。书院

制模式下，生活教育成为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之

一。台湾清华大学、政治大学等书院实行师生共

宿、共学、共游、共膳，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导师用

自身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学生，潜移默化地感

染学生，师生关系也因此更为融洽和谐。汕头大

学至诚书院则实行小区化管理模式，一层楼或者

相邻几个宿舍组成一个“小区”，“小区”生活给了

学生一种无形的教育。
三、创新管理方式

１．管理重心转移：从班级到宿舍

班级是高校学生管理中十分重要的 建 制，高

校进行学生管理、开展学生活动很多都是以班级

为单位，班级成为高校学生管理的重心和基本单

位。但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化，教学方式的多样，学
分制、分级教学等制度的施行打乱了原来传统的

专业班级教学模式，专业班级、教学班级不再完全

一致，学生对班级的认知和感受也在变化，因此有

必要调整以班级为管理重心的学生管理模式。
新型书院制以住宿园区为基础，实行 不 同 专

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混住模式，以宿舍为基本管理

单位，学生管理的触角进一步延伸，覆盖面更广。
实施学生混住模式可以适应完全学分制的改革趋

势，破解新形势下学生管理的难题。完全学分制

模式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所修专业和课程，传统

的专业班级概念将会逐步淡化，“同学不同班、同

班不同学”现象将十分普遍，这给学生管理带来很

大挑战，而书院制恰好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书院

在学生管理中不论专业、年级，把宿舍视为管理细

胞，重视宿舍长作用的发挥，使学生管理体制更加

完善。此外，在书院中，不同专业、不同年 级 的 学

生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提升综合素养。

２．管理平台前移：从学院到社区

当前，我 国 大 学 基 本 实 行 的 都 是“学 校—学

院”的二级管理模式。学院作为基本的二级管理

单位，承担人才培养、教学科研、专业学科建设、社
会服务等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学发展的决定

性力量。二级学院人才培养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有

效有序的学生管理，学生管理服务也是学院重要

的工作职责之一。在学院管理体制下，学生事务

管理机构一般都设置在学院办公场所，学生办理

相关事务就要到学院处理。而现在大学基本都在

新校区，学生宿舍离学院办公场所距离较远，给学

生带来一些不便。书院一般以住宿园区为单位设

置，书院的办公场所就设在住宿园区内，学生办理

各种事务十分便捷。这同时也拉近了学生和老师

的距离，师生互动更为频繁，有利于营造融洽和谐

的校园氛围。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高

校的书院还在园区内建设导师工作室、书茶吧、社
团活动室、心理工作坊、讨论室等空间，学生管理

和活动平台大为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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