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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从社会心理角度切入 , 分别论证了 “支撑精英高等教育的社会心理条件的丧失”、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心理动力与心理阻力”。通过对动力与阻力的对比、 分析 , 论证了中国高

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转变是历史的必然。 还提出: 这种转变在新世纪初的头几年里能否实现将成

为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能否做出重大贡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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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精英高等教育起支撑作用的

社会心理条件的丧失

　　在 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 ,世界上许多国

家的精英高等教育都经过 “阵痛” 纷纷蜕变

成大众高等教育。 中国作为世界上封建社会

时间最长的国家是否还存在支撑精英高等教

育的社会心理条件呢? 答案是否定的。具体

而言:

第一 , 英才教育情结终结

英才教育情结是指人们对教育的一种很

传统的看法 , 即受教育者都应是英才。这种

心理状态不是中国人特有的 , 而是广泛地存

在于人类心灵的深处。 中国是世界上封建社

会最长的国家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英才教育

情结对中国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曾几何时 ,英

才的幻想给中国人带来过精神的振奋和想象

力的丰富 , 但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了过多的

贫穷与灾难。 20世纪的血腥屠杀终于导致了

“理想王国”的覆灭 ,使中国人彻底认识到了

民众愚昧的可怕。 “哀其不幸” 也好 , “怒其

不争” 也罢 , 中国人在现实的生活面前应重

新寻找常人的生活轨迹与生存空间 , 摆脱

“神话”、 “圣化”的枷锁 , 以全新的姿态立于

天地之间。

第二 , 教育权利意识觉醒

马丁· 特罗曾说过 , 在精英高等教育阶

段接受高等教育被视为一种特权 , 在大众化

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将成为一种平常的权利 ,

而一到了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将成为一

种义务。笔者同意特罗的观点 , 而且认为在

特罗这一论述的背后还隐藏了这样一个事

实 , 即当人们意识到了接受高等教育应是公

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时 ,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

机也就来了。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经济的发

展、 社会的进步 , 中国人的教育权利意识渐

渐觉醒 , 上下尊卑、 雅俗界线渐渐消解 , 人

们逐渐认识到 ,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处于广

阔的平面之上 , 平等对话。 所以在这种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 ,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机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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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 学 -仕观念淡化

中国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 “学而优则仕”。一句 “书中自有

黄金屋 , 书中自有颜如玉” 曾激励过多少黑

发男儿 , 而历史发展到今天 , 我们恐怕只能

“古语新解” 了 , “黄金屋”、 “颜如玉” 也只

能象征着书中的乐趣而已。 与此相应 “学而

优则仕”也只能被 “学而优则职”代替了。总

之 , 随着时代的变迁 , 观念的转变 , 相应的

学 -仕观念也逐渐变化。

　　二、 人们追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

动力分析

　　中国是一文明古国 , 中华民族是一个把

接受高等教育当成荣誉的民族。 中国人追求

高等教育的动机是丰富多彩的。

1. 光宗耀祖心理

“传统中国人的典型特点是在时间观念

上取向于过去” ,因此大多数中国人都肩负着

父辈们未尽的心愿 , 尤其是那些自己没上过

大学的家长 , 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 , 迫切要

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 ; 再加之中国人有着强

烈的 “祖先崇拜” ,这一切反映在对高等教育

的追求上 , 就使得接受高等教育与光宗耀祖

直接联系在一起。

2. 面子心理

“面子”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 , 但

中国人的 “面子意识”却可以说是世界之最。

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 “面子”代表一个人

因达到社会所认可的成就而获得的声望 , 面

子反映的主要是个人的实践能力。一个人的

社会成就 (才能 ) 是其面子的主要来源。 这

种心理反映在对高等教育的追求上 , 就是

“若别人上大学自己没上太没面子” ,“若别人

的孩子上大学而自己的孩子没上也太没面

子”。因此人们往往希望获得较正式的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宁愿在经过在高校的激

烈竞争之后因力不从心而自然降格 , 也不愿

得不到机会。

3. 学而优则仕心理

尽管前面已论及过学 -仕观念的淡化 ,

但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 深受东方文化

传统影响 , 学历主义严重 , 尤其是在一些偏

僻的山村 , 人们对高等教育仍抱有 “读书当

官” 的心理。这一心理反映在对高等教育的

追求上就是人们普通看好并追求接受普通高

等学校的正规教育 ; 而对其他途径如职业高

等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则被认为是非正规的

高等教育 , 不可能 “学而优” , 更不可能

“仕” , 因而容易产生一种 “宁缺勿滥” 的畸

形排斥心理。

4. 教育投资的盲目心理

中国人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 望

子成龙、 望女成凤 , 而且认为 “成龙”、 “成

凤” 的唯一途径就是读大学。在进行教育投

资时缺乏理智分析而按自己的主观愿望行

事 , 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大众对高等教

育的盲目追求势必强化高等教育的 “独木

桥” 效应。 假如中国的民众在进行高等教育

的投资时能多几分理智 , 那么中国高等教育

在个人收益率还偏低的情况下 , 人们对高等

教育需求也不至于如此火爆。

5. 自我展示心理

我们知道青年学生很少有其他方面的社

会成就来 “包装” 其良好形象 , 学业的优良

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资本。 而优异的学业往

往是以能否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为判断标准

的 , 这就促使学生为了争取优越感而拼命追

求接受高等教育。与自我展示心理相反的是

自我抑制不可取行为的心理 , 反映在对高等

教育的追求上 , 就是人们总是抑制与上大学

不一致的动机和行为而一味地去追求接受高

等教育。

6. 从众心理

从众是指个体在群体中不知不觉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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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群体的压力 , 在知觉、 判断和行为上表现

出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一致的现象。高中阶段

的学生其理想尚未定型 , 对群体的归属感还

十分强烈 , 往往认为只有群体的选择才是正

确的。这种心理反映在对高等教育的追求上 ,

就是部分学生不顾个人的实际情况 , 别人读

高中上大学自己也跟着挤 “独木桥”。

7. 舆论

舆论是指人们经过对特殊事件的讨论而

形成的代表公众一般倾向的强有力的一致的

意见 , 它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在我国现阶段

对接受高等教育已形成了一种舆论 ,即认为:

接受了高等教育就是知识分子 , 从事脑力劳

动。而我国体脑差异还十分明显 , 这种舆论

就从反面强化了人们 “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

变体脑差异 , 达到社会升迁” 的心理。

8. 感染与暗示

感染是指通过某种方式引起他人相同的

情绪与行动。 暗示是在无对抗的条件下人们

对接受到的某种信息迅速、无批判地接受 ,并

依此而作出反应行为的过程。这种心理反映

在对高等教育的追求上是部分学生因被 “别

人上大学受到社会好评” 这一信息所感染或

受到暗示从而促使自己也尽力去追求接受高

等教育。

9. 新世纪情结

情结是个体期待某一行为的心理意向 ,

具有无意识的特点 , 新世纪情结是指在旧的

千年即将过去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时 , 人们

心里无意识地产生的对新世纪的向往与冲

动。尤其是在下个世纪 ,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将实现 , 人民的

生活水平将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国外有关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言论也使部分人非常乐

观地认为下一个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之

一。在这些美好的目标的召唤下 , 在党的方

针政策的指引下 , 中国人纷纷选择了 “好好

学习、报效祖国”。这种新世纪情结反映在对

高等教育的追求上 , 就是人们为了更好地迎

接新世纪 , 更好地武装自己 , 纷纷选择接受

高等教育来 “充电”。

10. 生存竞争心理

随着知识经济初见端倪 , 生存竞争心理

将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内

在动力。因为现在人们就已明显地预感到了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将真正成为力量” 而

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 而在未来的社会要争

取竞争的主动权 ,要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就

需要获得更多专业的教育。 另一方面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将强化人们对高等教育的

需求。众所周知 1999年 5月 7日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 ,造成 3人死亡 20多

人受伤。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有许多高中生表

示: 自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上大学。这种

现象反映了一个民族自尊的觉醒。而这种觉

醒反映在高等教育上就是: 为了建设自己强

大的祖国 , 无数热血青年将义不容辞地肩负

起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重任。

　　三、 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的

心理阻力分析

　　阿什比曾说过: 在社会力量迫使高等教

育体系改变时很可能遇到两种阻力。 第一种

阻力是这种体系存在着反对任何改革的习惯

势力 ; 第二种阻力是大学工作者所信的教育

目标。阿什比的上述观点虽不是十分正确 ,但

用来说明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的阻力

却是十分恰当的 , 即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变过

程中的第一种阻力就是对精英高等教育的固

有观念短时期内难以转变 , 对高等教育大众

化的 “新观念” 短时期内也难以形成。第二

种阻力我们称之为对精英高等教育的怀念心

理 , 即在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

的最初几年 , 人们怀着对精英的梦想走入大

学而结果却发现毕业后自己远不是自己梦想

中的精英而是大众中的普通一员 , 由此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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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众高等教育产生一种失望的情绪。笔者

重点谈的是 , 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的

第三种心理阻力 , 即对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误

解:

第一 , 认为大众高等教育会带来教育质

量的下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高等教育培养出的

都应是英才 ,而若大众化了 ,岂不鱼目混杂 ,

成何体统。而事实上这是在以精英高等教育

的质量观衡量大众高等教育的质量。 这种观

点是不可取的。

第二 , 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毕业生失

业率增加

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 失业更多的是政

治、 经济的缘故 , 大众化不是造成失业的根

源。相反 , 通过大众化不但可以减缓就业的

压力 , 而且一旦失业 , 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

者比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者再就业及创业的

可能性要大得多。

第三 , 害怕校际距离拉大

校际距离拉大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规律 ,

但中国人总喜欢 “平等”。不但一些重点院校

要向北大、清华看齐 , 争创一流 ; 就是一些刚

刚专升本的学校也提出争创国际一流的口号。

这明显是中国人对大学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而

事实上就是拥有许多世界名校的美国不也有

许多水平一般甚至很差的社区学院吗?

第四 , 资源竞争说

有人认为高等教育一旦大众化了 , 势必

需要更多的经费 , 在教育投资总量不变的情

况下 , 分到基础教育的经费势必减少 , 不利

于基础教育的发展 ,不利于义务教育的普及。

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 因为任何

国家要想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 其教育投

资必然会相应加大 , 另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也不是全靠国家的教育经费就能解决的 , 其

中必然会有民间资本的介入 , 从而减轻国家

在教育上的财政负担。 这样一来 , 分到基础

教育的教育经费不是减少了 , 而是增加了。

第五 , 过度教育

这是有些人反对大众化的 “最有力” 的

论据。 认为大众化就等于让大学生去从事中

专生的工作 , 这样就是教育浪费 , 是教育过

度了。 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不仅是对过度教育

概念的误解 ,而即使我们以这种误解为基础 ,

也导不出不应大众化的结论。我们知道 , 过

度教育是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社会本位

的产物 , 只要我们稍稍考虑一下个体自身的

发展 , 就不会认为有什么过度教育。 更何况

在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教育

不足 , 之所以大学生去干中专生干的工作或

找不到工作决不是说教育过度了而是就业观

念没有转变。相反 , 既便真的是大学生去干

以前中专生干的工作 , 工作的效果也会有所

不同 ,这怎么能说大众化会造成过度教育呢?

　　四、 从精英向大众化的转变是历史

的必然

　　从 2 500多年前孔子提出 “有教无类”的

教育思想 , 到大跃进时喊出 “ 15年普及高等

教育” 的口号 , 可以说大众化一直是我们的

梦想 , 但由于历史上政治、 经济条件的不成

熟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被自觉压抑了。历

史发展到今天 ,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治、 经

济条件已基本具备 , 在这种情况下 , 人们对

高等教育的心理需求就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

面。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大众化的动力。通过

文中的分析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高等

教育大众化的阻力是有的 ,但远远小于动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可谓已占据向大

众化转变的 “天时” (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

“地利” (经济的稳步发展 )、 “人和” (人们对

高等教育强烈的心理需求 )。 在某种意义上

说 , 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转变的机

遇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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