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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具有何种素质的大学生才能受到社会的青睐?从新时期对翊Z-Y-科

大学生素质要求着手，通过对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提高理工科院校大学

生综合素质的途径和方法，以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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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仅仅拥有过硬专业知识，而应是具有基础理论扎

实、知识结构合理、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

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实旋素质教

育，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理工科大学生综合素质存在的问题

1．人文素质普遍不高

当前，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不容乐观，

主要表现在知识、能力和修养三个层面。在知识

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人文知识面偏窄，知识结构不

合理；在能力层面上，有些理工科大学生口头和文

字表达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协调人际关系能力等

较差；在修养层面上，由于人文素质不高，有些理

工科大学生抵御各种错误思想文化的渗透和侵蚀

的能力较差，尽管他们取得了较高的学历和专业

水平，但由于文史知识缺乏，文字水平较差，写出

的文章文理不通。

2．知识面窄，科学研究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

欠缺

专业素质对于理工科大学生来讲显得尤为重

要。不少理工科大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缺

乏主动性，获取知识的渠道相对单一，大部分学生

的知识获取量仅仅来源于课堂内容，知识获取面

窄，缺乏学术钻研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这些因素导致了理工科大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或

走上社会难以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和发展。另外，

现代企业普遍反映理工科大学生动手能力差，缺

乏实践经验，必须要花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培训，

才能走上工作岗位。因此，动手能力差和缺乏实

践经验的理工科大学生，在面临就业时也是困难

重重，不受用人单位欢迎。

3．心理素质薄弱。社会交往能力较差

目前在校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社会竞争

的加剧使他们比过去的大学生承受着更多的压

力。近年来，有心理障碍的学生逐年增多，这说明

大学生已成为心理弱势群体，主要表现为：(1)自

控能力不足。不少理工科大学生没有学习目标，

缺乏学习动力，对学习产生厌倦。往往沉迷于网

络游戏或上网聊天，或是经受不住社会的种种诱

惑【1】。(2)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部分大学生在困

难面前束手无策，不能正确对待失败和挫折。大

学校园由于大学生心理问题而引发的自杀、凶杀

等反常或恶性事件时有耳闻。(3)社会交往能力

较差。有相当一部分理工科大学生不善于与别人

进行沟通和交流，缺乏团队精神，奉献与协作意识

不强。

二、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存在

问题原因分析

1．我国原有教育模式的惯性制约

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教育模式，它的实现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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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观念的变革。过去，我们的教育是学生带

着满脑子的问号走进学校，带着满脑子的句号离

开学校。传统的教育模式使学生丧失了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扼杀了学生的创

造性。在基础教育中，应试教育的指挥捧，促使中

学阶段过早文理分科，忽视了综合素质的全方位

培养，更没能为青少年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创造

足够的机会和条件，造成当前青年一代知识结构

先天性缺陷。另外，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受到前苏

联专才教育模式影响，“以专业为中心、以行业为

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导致学科单一、专业划分

过细，人才的知识结构“单薄”。

2．培养方式与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当前，不少理工科院校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

培养不够重视。在教学方式上，就是老师教，学生

学。所使用的方法是灌输式，机械训练，题海战

术。在专业设置上，过于追求一些实用性强的专

业，或者专业口径设置过窄，致使学生知识面不

宽，与社会需求相距甚远。在课程设置上，理工科

院校开设人文教育方面的课程少之又少，虽然这

种现象已逐渐得到改观，但是不少高校仍然存在

应付思想，没有从本质上引起重视，不少高校把人

文教育课程仅仅作为选修课，而且在课时上也不

能保证。学生在选修课上所学的知识有没有真正

掌握，缺少必要的考核和检验。

3．高校教师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育人要求教育者有更高的素质和修养，其一

是更高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是方向，是做人的基

础；其二是更高的专业技术素质，这是教学的前

提；其三是更高的人文素质，这是提高学生修养的

源泉；其四是更高的心理素质，这是培养学生获得

成功的要求。由于我国的教育长期文理分家，高

等教育的综合发展只是近期的事情，所以师资队

伍在知识结构和分布上存在不适应全面素质教育

的状况。理工科专业课程的教师缺乏人文社科类

知识。

三、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途径

1．转变思想观念。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改变传统观念，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综合素质首先是要改变传统观

念中教师的中心地位，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要

改变传统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灌输式”教

学方式，提倡以培养学生认知能力为主要特征的

“启发式”教学口J。在国外，许多大学的课堂都是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更多的是起一种引导的作用。

学生在课外获取的信息，在课堂上通过讨论加以

消化解决。显然，知识灌输型教学方式使学生在

课堂上缺乏学习主动性，容易养成学习的惰性和

依赖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意

识和能力。因此，教学应围绕学生进行，在课程的

设置、教学方式和环节上都应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尊重他们的意愿，使学生真正处于主体地位。

(2)明确教育目的，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与研究方

法，而不是记住书本上现有的知识。要把学生从

束缚在接受现有知识上面的那种“死读书”的教

育方式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向学生传授学习方法

与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在具体教学

实践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基础理论、重

创新精神，强实践技能、强综合素质，把素质教育

落实到人才培养方案中，落实到课内外各个环节

上，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2．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1)改革教学内容体系，拓宽专业面、丰富专

业内涵。专业的设置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要

体现专业面广、知识面宽、基础深厚、适应性强的

原则，还要适应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体现教

育超前的原则，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弱的人文陶冶、

过窄的专业设置、过重的功利导向，有效地使自然

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使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

在综合素质的基础上。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很多

伟大的科学家在文学、艺术方面都有很高的素养。

这种文理相通、触类旁通才造就了他们在科学研

究上的更大成就。在教学内容上，要加强教学内

容的综合性和实践性，改变过去教学内容划分过

细，各门课程过分强调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的状

况，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2)改革并完善现有课程体系。从课程结构

改革起步，按照学生身心素质的要求、结构、序列、

比例、层次等，从整体上考察各门课程之间的联

系，以及各门课程对学生素质的整体效应，相应设

计文化课程。要从培养学生素质为目的出发，优

化课程结构体系，对基础课程要加厚加宽，使学生

具有较厚实的理论基础。加大选修课的比重，打

破专业限制，鼓励学生跨校区、跨学科选修课程。

让学生掌握更多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学科知识，包

括一些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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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J。同时要高度重视实践教学，使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通过增加综合

性、设计性和创意性实验，通过开放实验室和通过

必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

创新能力。

3．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

(1)加强校园文化设施建设，举办各种科技

文化活动。优良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学生综

合素质培养的重要途径。校园文化环境有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是校园文化活动、校园精神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要加大对校园文化设施建

设的投入，美化校园环境。另外，学校可以通过举

办各种科技文化活动，激发学生对学习和创新实

践的兴趣，培养学生爱科学、爱学习、爱创造的精

神和毅力，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并且在活动中不断

渗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鉴赏等

内容，给学生提供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思想

文化陶冶。

(2)加强挫折教育，培养大学生心理承受能

力。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以及理工科院校大学生

们心理素质的整体状况，要求我们必须要加强对

理工科院校大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培养其心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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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能力。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培养学生健全的人

格和健康的心理，用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各种挫折

和挑战。

4．建设一支稳定、优秀的文化素质教育师资

队伍

(1)加强制度建设，促进教师素质全面提高。

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学校师资培训中心除正

常对青年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外，还要不定期对老

教师进行更新观念、拓展视野等方面的培训。学

校可结合选课制，建立教师教学质量评估体系，通

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起激励机制，

促进教师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鼓

励教师投身于产学研攻关实践，提高科研能力。

(2)建设一支高水平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队

伍。在实施创新教育过程中，创新型的教师能够

站在学科前沿，预见学科发展方向，他们是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实践者。他们在高水平

的科研探索中形成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思路以

及勇于创新的精神往往能反馈到教学中，使创新

教育成为有源之水，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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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Quality Cul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

WEI Wei—hua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Jiangsu Nanjing 210024，China)

Abstract：With what type of quality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popular in the rapid progress of society?This paper stan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cau$es that the current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existed on the basis of the陀-quircment of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of engineering school in the new era，and aims at putting up the approaches tO improving their quali·

ty in the hope that it can be referred by the educators in this a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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