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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想与改革研究

潘懋元大学教学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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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在长期的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实

践中,潘懋元先生构建起完整的大学教学论思想体系。本文从大学教学的本质特点、原则体系和改

革发展三个方面,对潘懋元先生大学教学思想的核心成分做了简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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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的学术泰

斗、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自 1935年起, 潘

先生就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70多年来,他长期躬

身于大学的教学工作,至今仍坚持给博士生授课; 同

时也担任过厦门大学教务处长和主管教学工作的副

校长,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管理实践经验。在教学工

作与教学管理实践中, 潘先生十分重视经验的提炼

和理论的升华, 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贡

献了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第一次!。在此, 笔者

欲追寻潘先生大学教学思想中的若干 第一次!及富

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 简要分析和探讨潘先生在

大学教学理论问题上的思想观点。

一、拨开迷雾见真知:对大学教学本质特

点的认识

教学是大学培养人才的基本途径。建国后, 万

象更新,高等教育工作者无不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

教育教学工作中去。但其时身为厦门大学教务处教

育科科长的潘懋元先生却敏锐地觉察到, 教师们饱

满的工作热情却未必能换得丰盈的教学收获。究其

原因,从表象上看, 在于教育教学方法的问题; 而从

根源上分析,还源于教师对大学教学的特殊性缺乏

正确理解。许多教师认为, 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相

比,其区别仅在于教学内容上的精深广博,而别无其

它。对此, 其时的教育理论界也缺乏相应的理论解

释,因为在我国,教育学长时间以来只研究普通学校

的教育问题,甚至还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为,高等教

育与普通教育在原理、原则上是一致的,只要研究普

通教育学,就能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

针对上述理论认识上的混沌状况, 潘先生于

1957年发表了题为∀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

的重要地位#的学术论文,阐释了高等学校教学的特

殊性,第一次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在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要比普通中小

学复杂得多。在 1983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学讲座#

中,潘先生又第一次对高等学校教学的本质特点做

了全面的概括。他认为, 高等学校教学的特殊性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教学目标的专业性

高等教育是专业性教育, 不但要掌握特定学科

的基本理论, 还要运用基本理论解决特定实践领域

的现实问题。因此, 高校首先应确立体现专业性特

征的教学目标,而后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教学计

划,并选择和组织课程,以促使学生通过教学能顺利

由学习过渡到就业。

(二)教学对象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 高校学生是 2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

已有一定的知识积累, 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水平, 自我

意识比较强, 创造性思维活动正处于活跃的时期。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的

特殊性,对他们提出更高的创造性、独立性的要求,

应特别重视学生的自觉性、创造性和独立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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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过程的特殊性

潘先生认为, 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是人类一般

认识过程和特殊认识过程相结合、学习已知和探索

未知相统一的过程。为培养有创造性的高级人才,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他

们的创造能力, 而且要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科学态

度、科学道德和科学方法。这种科学精神、态度、道

德、方法的养成,不只是为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科学研

究做准备, 而且是每一个高级专门人才所应当具备

的素质和能力。

二、深思熟虑立标杆:对大学教学原则体

系的构想

教学原则是对教学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

律性的东西。在教学理论中, 教学原则处于承上启

下的地位。承上指教学原则体现教学任务, 反映教

学规律;启下,是说教学原则是教学内容、教学组织、

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的运用等一系列活动的准

则。早在 1956年和 1962年, 潘先生就两次论述了

大学教学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964年, 又

提出了少而精的教学原则。1984年, 潘先生撰写了

∀高等学校教学原则初探#一文, 第一次从体系化的
高度对我国大学教学的原则做了精辟阐述。

潘先生指出, 高等学校的教学原则与普通教育

学的教学原则有共性, 也有差异。制定高等学校的

教学原则时,既要重视普通中小学总结出来的教学

原则, 同时也要遵循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特殊性。

由此,潘先生从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角度,把大学教

学的原则概括为 8条: 即科学性与思想性结合的原

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知识积累与智能发展相结合

的原则,在教师主导下发挥学生自觉性、创造性与独

立性原则,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量力性原

则,系统性与循序渐进原则,少而精原则, 统一要求

与因材施教原则。

潘先生认为,上述 8条基本原则并不是孤立的,

它们彼此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关系。在这 8条基本原则中, 虽然多数原则的提法

与普通教育学的教学原则相同,但在内容、要求及其

运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

原则及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是潘先生根据

高等学校的教学特点第一次提出的,这两条基本原

则充分地体现了高等学校的教学规律。

(一)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原则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期,潘先生就及时地洞悉

到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

度综合相结合,在分化的基础上向综合方向发展,科

学之间相互交叉, 相互渗透, 科学方法也互相移植。

由此,潘先生认识到,高等教育作为专业性教育, 固

然要以专门人才的培养为本,但专门人才应有比较

广博宽厚的知识, 要有融会贯通的能力,才能适应科

学技术的发展, 也才能处理纷纭复杂的事物。他们

不仅要了解与专业有关的最新科技信息, 还要通晓

必要的横向学科, 懂得一些虽与专业无直接联系但

有利于扩大知识面的科学知识。因此, 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 要着眼于帮助学生建立起专通结合的知识

结构和智能结构, 要用系统化、整体化的观点去对待

每一门课程和每一种教学活动。

(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专门人才应当具有自觉性、

创造性、独立性,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必须把科学

研究引进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之中, 使得学生在校

学习时,就具有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为此,潘先生

指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学生以批判的态度

对待前人的科学成果, 以创新的精神提出自己的新

见解;要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

科学态度。

三、与时俱进求创新:对大学教学改革发

展的探索

改革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 自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以来, 高等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

和快速发展的阶段。面对改革与发展的浪潮,潘先

生从未因循守旧, 无畏地站立在时代的大潮前, 引领

着我国大学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一)对教学改革地位的阐释

1985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正式启动。及至九

十年代初期,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教学改革却举步维艰,特别是有关教学

内容、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除了普遍开设计算机课

程,加强了外语教学外,基本上没有变化。而教育理

论界对于改革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还存在一种认为

教育改革应体制改革先行,待体制完善后再进行教

学改革的片面倾向。为此, 潘先生深感忧虑, 他于

1994年发表了∀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一
文,指出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有两大部分:教育体制改

革与教学改革,正确认识这二者的关系是推动教育

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教育改革中, 教

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体制不改革,

教学改革难以展开;但高等教育的改革,最终必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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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人才的培养上,而人才的培养又是通过多种教

学活动来进行的。所以, 教育体制改革与教学改革

的关系,是关键与核心的辨证关系。

(二)对传统与改革关系的解读

在传统面前, 激进的改革者易犯轻易否定一切

的错误。在教学改革中, 如何对待传统教育, 即如何

对待西方传统教育思想、我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以

及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自己积累的经验所形成的教

育思想影响,是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者需要共同思考

的问题。对此, 潘先生指出,不论从传统教育的复杂

内容看,或是从它的主观倾向看,传统都是既有合理

的因素,又有不合理的东西;既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

的思想,又有可以为今所用的文化财富。那种认为

一提现代化,就得抛弃一切传统教育的想法, 是虚无

主义的,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教育改革的

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教

育,辨证地处理好教学过程中的几对关系:

第一,知识与智能的关系。只重视传授知识而

不重视发展智能, 是传统教育的主要倾向之一。但

重智能轻知识也是不对的, 知识和智能原本是不可

分的。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既要做好知识的传授工

作,又要重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智能。

第二,专才与通才的关系。潘先生认为, 一个现

代化专门人才必须符合如下几方面的要求: 比较宽

厚的基础知识; 一定深度的专门知识;一般的前沿知

识;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和科学方法论知识; 一般基

本文化知识,或虽与所学专业无直接联系但有利于

扩大眼界、开拓思路、活跃思想、提高文化素养的某

些知识。这也就是说, 一个现代化的专门人才在素

质上应做到专才与通才的统一, 在通的基础上有所

专,有所专而又能融会贯通。

第三,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教师与学

生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在教与

学的双边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任务和职责是不同

的。学生在能力上的 未完成性!,决定了即便随着

知识信息化和网络教学时代的来临,教师在教学中

的主导作用依然存在。在教学过程中, 为充分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首先应当解决教学的方向性问题,

教师应根据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认真负

责地引导;其次,教师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和业务水平。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潘先生强烈反对灌输式

教学, 重视教学方法的启发性和多样性。早在厦门

大学求学期间,潘先生就对王亚南教授通过研究来

进行教学的方式赞赏有加。在∀高等教育讲座#中,

潘先生不仅对我国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进行了规范,

还重点推介了发现法、问题教学、案例教学、自学指

导法等国外的先进教学方法。

1981年,潘先生开始承担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

作, 1984年,他又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第一

个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如何根据教育学的专业特

点和就业取向,培养出既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同时又

具有相当的学习能力和教学能力的高校教师与研究

者,一直是潘先生重要的研究旨趣。在潘先生的主

持下,厦门大学高教所发挥集体的智慧,从实践中总

结出 学习 ∃ ∃ ∃ 研究 ∃ ∃ ∃ 教学!三结合的教学方法,

即导师在一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中, 通过精心的组

织与安排,引导研究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把学习、科

学研究与教学实践活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富有

成效地完成课程任务的教学方法。具体说来,就是

在学习阶段,导师会根据教学大纲,把课程内容分成

若干专题, 自己讲解本门课程最基本、最主要的理

论,同时提出本专题中有争议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

的思路,并指定参考书目; 在研究阶段, 由每一位学

生选择 2~ 4个专题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在研究中,

可以和导师、同学交换意见, 然后, 把自己的研究成

果写成教学提纲或讲稿;在教学阶段,学生就所分配

的专题讲课,每个专题 1~ 2小时, 再由其他同学对

报告的内容、观点、教学方法等进行评议、补充或质

疑,开展课堂讨论,最后导师总结, 对观点进行把关

和进行方法论的指导。

(四)教学过程的变革

潘先生认为,传统的教学过程事实上是以教材

为载体的信息传递过程, 这种传统的教学过程具有

由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性特征。从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开始产生了电化教育,它促进了教学效率的提高,

但并没有改变传统教学过程的基本结构。然而从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发展日益呈现出信息化

的特征和模式,借助于以光纤技术和多媒体为标志

的电子信息网络, 教学的个别化、个性化、自主性逐

渐成为可能。例如, 在课程编制上, 课程的多样化、

综合化、积木化和模块式趋势,使得学生自主选择与

自行编制成为轻而易举的事;在教材组织上,一门课

程的教材,可能有若干种组织方式,可供学生选择最

合适的方式学习; 而信息传输的瞬时性和国际化,又

使得最新的科学成果、教育信息资源,可瞬时扩散各

地,供愿意索取者随时共享受益。

对此, 潘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卓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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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提出,网络课程进入了教学过程后,出现了学生

单边的活动,必将引发教学过程的根本性变革。伴

随着教学过程的剧烈变革, 研究者应着力研究教师

如何指导大学生学习, 如何在个别化教学过程中对

大学生进行德育尤其是集体主义的教育,等等课题。

(五)教学管理制度的创新

从教育科科长到教务处长,再到主管教学工作

的副校长,在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穿梭感悟中, 潘

先生深刻认识到建立和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的重要

性。并一直致力于教学管理制度的创新工作。

第一,修正学分制。众所周知, 建国后, 我国的

高等学校普遍采用学年制的教学管理模式, 这种传

统的教学管理模式虽然具有整齐划一、统一管理, 培

养成本较低等优点, 但也存在培养规格单一、难以调

动学生学习主动性、过于刚性化等的缺陷。改革开

放以后,许多高等学校开始采用学分制的教学管理

模式。然而在实践中,学分制也暴露出一些局限性:

它只能反映学生学习的数量与最基本的质量, 致使

一些学生盲目追求所选课程的数量,而忽视质量的

要求。由此,为了克服学分制难于监控学生学习质

量这一缺点,潘先生提议,大学的教学管理应采用绩

点制。所谓绩点,就是把不同的考试成绩反映在学

分中的一种计算方法,它的计算原则是, 成绩越好,

绩点越多。具体方法是, 把不同考试成绩分成若干

档次,给以不同的权重数。这样,绩点制可以有效克

服学分制的缺点,既反映学生学习的数量,也充分体

现其学习的质量。

第二,构建内外结合的教学质量保障体制。质

量代表着学校的品牌和形象。上世纪末以来, 我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导致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

化,大量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改变

了大学精英教育的定位。这些以教学为主要职能的

大学,越来越重视自身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质量

保障体制的建设。但是在教学质量保障体制的建设

中,多数学校侧重于按照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

的指标和要求去定位, 而忽视了自身内在的保障。

对此,潘先生指出,如果我们只是追求通过教学质量

评估而忽视了自身内在的保障的话, 就是舍本逐末。

在质量保障中,最基本的保障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而

师资队伍的建设最重要的不是引进人才, 应立足于

自己培养。因此, 高校必须建立良好的教师发展制

度。从内涵上看, 高校教师发展主要包括学术水平

的提高、教师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以及师德修养

的提高等方面。由此, 为有效促进高校教师的专业

发展,高校应加强对新教师的培训,改革培训的方式

方法,充分发挥院校在教师发展中的组织主体作用,

采用多种方式来调动教师自我发展的积极性。

简而言之,潘先生的大学教学思想是博大而精

深的,在此,笔者鉴于能力所限, 只能作蜻蜓点水似

的描述, 浅浅地勾画出潘先生大学教学论思想体系

的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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