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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高校教育教学要素及其组织方式两个维度，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既可以是单一要素的跨学
科，如跨学科专业，也可以是同一要素的跨学科组合，如主辅修。根据这一划分框架，我国大学在跨学科人才培养
上，需要树立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既是个体也是组合的思想，加强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同时还应提升学生在专业
及课程选择上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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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人才培养作为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重要趋势，无论是对于学生个体的发展还是科

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明晰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我们了解跨

学科人才培养的实施方式，为大学开展跨学科人才

培养提供明确而系统的路径指导。现有研究总结了

若干种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但多是基于现实的归

纳而缺乏明确的划分依据。本文拟尝试构建跨学科

人才培养模式的划分框架，并据此对我国大学的跨

学科人才培养工作提出若干建议。

一、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划分框架
笔者认为，对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划分固然

要立足于对国内外大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的总

结和归纳，但同时还应在此基础上依据一定的维度，

对现实中的实践方式进行理论上的划分。
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在多种教育教学要素

的基础之上，跨学科人才培养也不例外。“高校教育

教学要素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学科专业、课程与

教学内容、教学技术与方法以及教学环境与条件

等。”［1］其中，目标是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对

其他要素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专业是高校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的基本教育单位; 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

标的手段; 教学方式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和主要途径;

教学环境和条件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物质基础。此

外，通过对美国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考察发

现，学位尽管一般来说是学生修习一定的专业之后

所获得的标志其学术水平和所受教育科类的称号，

但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一些大学尤其是美国研究型大

学组织跨学科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它也

可以作为要素之一。
对于以上教育教学的要素，尤其是专业、学位与

课程，跨学科人才培养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从现实

来看，这种组织方式分为两大类: 一是个体方式，即

相应的教育教学要素本身就是跨学科的，如目前很

多美国大学存在的跨学科专业、跨学科学位和跨学

科课程等。这也是狭义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二是组

合方式，即通过某一教育教学要素的跨学科组合达

至跨学科的效果，如将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专业予

以组合的主辅修、由两个不同学科的学位组成的双

学位以及将不同学科的课程予以组合的分布必修式

的通识教育，等等。这可以视为广义的跨学科人才

培养。这两种组织方式都指向于一个目标———跨学

科人才的培养。“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是多种教育教

学要素交互作用的过程，如何将各种教育教学要素

组合起来，建立与办学理念和特色相吻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实现高等教育目标，是所有高校都不能回避

的课题。”因此，无论是这两种组织方式，还是每种

组织方式包括的具体方式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

并存、合作的，尤其是对于教学要素而言，因为其作

为一种活动，更是无法截然地作个体与组合的划分。
综上，结合高校教育教学要素及其组织方式两

大维度，我们就形成了如下这样一个跨学科人才培

养模式的划分框架( 表中所呈现的具体方式仅为举

例，并非穷尽了所有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方式) 。
表 1 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划分框架

教育教学
要素

组织方式
专业 学位 课程 教学方式

个体 跨学科专业;
个人主修专业 跨学科学位

跨学科课程;
供学生参与的
跨学科研究项
目

组合
主辅修; 双主
修; 毕业后的
第二专业

联合学位; 双
学位; 第二学
位

课程结构的跨
学科 ( 如分布
必修式的通识
教育)

一个或多个教
师担任一门跨
学科课程的教
学; 跨学科授
课 /指导研究
生; 指导教师
的跨学科组成

根据对美国部分大学特别是密歇根大学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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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考察，这一划分框架具有较高的

契合度。如在专业上，从个体组织方式看，密歇根大

学在本科层次拥有“跨学科天文学”、“跨学科化学”
和“跨学科物理学”等多个跨学科专业 ［2］，在研究生

层次除了具有 158 个传统的研究生专业以外，还有

大量的跨学科学术项目。对于后者，密歇根大学雷

克汉姆研究生院明确将其分为两种形式，其一为证

书项目( Certificate Programs) ，如“非洲研究”( Afri-
can Studies) ［3］。事实上，密歇根大学的跨学科专业

既可以是学校现有的，也可以是学生通过个人主修

项目( Individual Major Program，简称 IMP) 自主设计

的。个人主修项目与跨学科专业的区别在于，它不

是学校为学生提供的现成的主修项目，而是学生在

现有的学系主修 ( departmental major ) 或跨系项目

( interdepartmental program) 无法满足其兴趣和需要

的前提下自主设计的［4］。从组合组织方式看，美国

多所大学将辅修( minor) 明确作为跨学科人才培养

的方式之一，如宾夕法尼亚大学［5］。事实上，除了本

身性质为跨学科的跨学科辅修( interdisciplinary mi-
nor) ，单一学科的辅修自身是无法达成跨学科的效

果的，因此它需要与分布于其他学科的主修进行组

合，而美国大学也多有主修和辅修不得属于同一学

科领域的规定。双主修( double major) 亦是如此。
在学位上，从个体组织方式看，与个人主修项目

类似，密歇根大学还有一种学生自主设计的学位项

目———The Bachelor in General Studies( BGS) 。该学

位项目不受院系要求的限制，允许学生在一个自主

设计的学位项目中追求自己的兴趣。因此，BGS 的

学生能够跨越院系和学科来组合技能、知识和经

验［6］。这实际上就给跨学科学习提供了机会。从组

合组织 方 式 看，联 合 学 位 ( Joint Degree ) 、双 学 位

( Dual Degree) 、第二学位( Second Degree) 等皆可以

构成跨学科的效果。所谓联合学位项目是由两个院

系合作提供的，完成该项目可以分别在两个院系获

得两个不同的学位。目前密歇根大学的联合学位项

目由两大块组成，一是本科联合学位项目( Joint Un-
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二是本硕联合学位项

目 ( Joint Undergraduate － Graduate Degree Pro-
grams) ［7］。无论哪一层次，往往都涉及两个院系两

个学位，如“建筑学”本科联合学位项目的学生能够

获得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授予的理科学士学位和文

理学院授予的第二个学位。双学位项目是密歇根大

学雷克汉姆研究生院明确划分的两种跨学科学术项

目的另外一种。目前密歇根大学的双学位项目共有

70 个，多是将其现有的专业两两组合而成，学生完

成项目后可同时获得两个不同的学位，如“Asian

Studies: China，A． M．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 B．
A．”项目就是由“亚洲研究( 中国) ”与“工商管理”
组合而成，学生毕业可同时获得文科硕士和工商管

理硕士两个学位。再如第二学位，密歇根大学明确

要求两个学士学位应是不同的，如不能是两个文科

学士学位或两个理科学士学位［8］。
在课程上，从个体组合方式看，密歇根大学不仅

有大量的跨学科课程［9］，而且有学生能够参与其中

的跨学科研究机会，如“蛋白质结构与功能”本科生

跨学科研究经历项目可为本科生在生物化学、生物

物理学、化学信息学、计算化学、酶学、海洋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等多个领域提供 10 周的

研究经历［10］。从组合组织方式看，课程体系的跨学

科在通识教育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目前通识教育

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就是分布必修( Area Distribu-
tion) ，即将人类的总体知识分为几大领域，要求学

生从每个领域中选修一定的课程。密歇根大学在分

布必修方面规定，所有的文科学士和理科学士学位

候选人必须完成 30 个学分: 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分别不少于 7 学分( 合计 21 学

分) ，剩下的 9 个学分要求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数学和符号分析以及创造性表达这五个

领域中选择三个领域进行修习。这部分的 9 个学分

也可以用跨学科课程来替代( 既可以作为其中一个

领域，也可以全部替代) 。这种广泛的知识经验，构

成了博雅教育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密歇根大学文

理学院想借助于分布必修这种方式，逐渐使学生理

解和欣赏主要的知识领域。学生不需要详细地掌握

所有领域，但应该对每个学科的核心概念、结构、研
究方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教学方式上，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担任

一门跨学科课程教学的现象比较常见，如马里兰大

学的“创造力课程”主要涉及建筑学、音乐与科学三

个领域，由三个学科的三位教授分三个阶段主持。
再如，哈佛大学的一门本科生课程《伦理、生物科学

和人性的未来》由著名哲学家桑德尔和著名生物学

家格拉斯·梅尔顿共同主持，前者负责伦理，后者负

责科学［11］。再如，与我国研究生教育当中的单一研

究生指导教师不同，美国研究型大学还以导师组的

形式指导研究生，而且在导师组的人员组成上也注

重学科的多元化，如密歇根大学“应用与跨学科数

学”项目的学生可以从数学系选择任何一个教师作

为合作导师( co － advisor) ，同时还可以从其他院系

选择任何一个教师作为第二合作导师［12］。不仅如

此，在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同

样也是跨学科的: 它至少由 4 个人组成，包括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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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师、合作学科的导师、数学系除该学生导师外的

另一位教师以及代表任何学科( 包括数学) 的另一

位教师［13］。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密歇根大学的教

师也是可以跨学科指导研究生的。

二、对我国大学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启示

1．树立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既是个体也是组合
的思想。实施跨学科人才培养，固然要设计跨学科

课程、跨学科专业或学位，进行跨学科教学和指导，

但这种方式一方面对于那些学科实力一般的大学而

言往往难以做到，另一方面也使跨学科人才培养的

实施途径大大缩小，制约了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受益

面。相反，如果将现有的课程和专业等教育教学要

素进行跨学科的整合，组织成主辅修、双主修、双学

位等形式，任何一所大学在跨学科人才培养上都能

有所作为，也能够使原本有限的跨学科人才培养资

源得到增加和拓展。从以上一部分对美国几所大学

的考察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实践中的跨学科人

才培养模式并不是单一的个体模式或组合模式，而

是两种模式并存的。总之，树立跨学科人才培养模

式既是个体也是组合的思想，有助于高校充分挖掘、
整合和利用大学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从个体和组

合两种途径同时着手进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开展。

2．加强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只有课程和专业

资源共享了，学生才有机会选修其他学科或院系的

课程和专业，才能使学生的知识结构跨学科化。课

程和专业共享不打开，学生就容易被限制在狭窄的

学科和专业之内。因此，课程和专业资源共享可以

说是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基础。从前文我们可以发

现，密歇根大学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上成绩卓著，

如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进行个人主修项目或

BGS 学位的设计，这说明各院系的课程是向学生开

放的。再如，文理学院共有主修专业 76 个，辅修专

业却有 92 个，后者竟多于前者 16 个［14］。这说明大

部分的主修专业同时也是辅修专业，而且说明其另

外建设了若干辅修专业。这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是难

以想象的，因为很多大学的辅修专业数量目前仍是

个位数，如清华大学 2011 年有 66 个本科专业，但仅

有 7 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这说明很多专业的资源

都没有向其他专业的学生开放。因此，当下中国大

学发展跨学科人才培养，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打

破学科专业壁垒，加强各院系课程、专业等教育教学

资源的共享。

3．提升学生在专业及课程选择上的自由度。在

多种方式可供学生跨学科学习、教育教学资源向学

生开放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考虑它们能否为学生

所利用。这就必然涉及一个问题: 学生在专业和课

程选择上的自由度如何? 他们有多少选择的空间和

时间? 为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发展，提升学生在

专业及课程选择上的自由度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要

求。从密歇根大学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学生

拥有很大的自由度: 他们可以选择多个专业，而且在

学校现有的专业或项目无法满足其兴趣和需要的情

况下，还可以自主设计; 他们在满足毕业条件要求的

前提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课程，如在通识

教育方面，学校只是规定了总学分和分布领域及各

部分的学分，至于选择什么课程，则由他们自己做

主。至于非限制性选修课程更是如此了。这种专业

和课程选择上的自由度，有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需要灵活选择学习内容，而不是限制在单一的

学科和专业范围之内，也有助于激励他们发挥自身

的创造性，对一个跨学科的、复杂的、综合的问题进

行探索。为了保证这种自由能够实现而不至于使学

生负担过重而无暇进行跨学科学习，控制总学分数

额是非常有必要的，如密歇根大学文理学院所要求

的本科总学分底限一般在 120 学分［15］，这远远低于

我国大学的本科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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