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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社会责任培育的历史嬗变、国际经验和中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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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今世界，此起彼伏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危机实际上是人类良心、道德、
信仰和精神的危机，根本上是社会责任缺失的危机，强烈期待着大学培养出更多更富有社会责任
感的人才。自古以来，大学担当社会责任有两个层面，一是在整体上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由教学、
科研、服务和文化相互促进的“一本多元”责任体系；二是在人才培养上以个性发展和社会责任为
核心，德、才、情、志等多极支撑的“双核多极”格局。纵览国际高等教育界，一些大学显现出共同
特点：将责任理念引导嵌入育人全程，多途径提高学生的责任智识和能力，培育全球关怀和跨文
化理解的情感，塑造学生的领导力和领袖精神。中国大学发展历程，是一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社会责任的探索过程。为适应社会需求，当代大学生理应在理想信念、知识能力、品德意志、
开创精神上卓越出众，健康成长。大学在帮助学生成功中，努力做到个性不消磨、责任不淡化、教
学不边缘、实践不再远、成长可持续。

　　［关键词］　大学社会责任培育；人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０２０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２－０６

　　当前，此起彼伏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态、思想

等方面危机实际上是人类良心、道德、信仰和精神

的危机，根本上是社会责任缺失的危机。为什么会

这样，因为有良心、讲道德、崇信仰、尚精神需要有

所敬畏、自我节制；但是，如果没有了良心、道德、信
仰和精神，全人类的发展将遭遇成本和代价最大化

的阻碍。无良心就无公平，无道德就无正义，无信

仰就无秩序，无精神就无希望。毋庸置疑，我们都

期待着大学能够培养出更多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

良知典范、道德标兵、信仰精英和精神贵族。

一、大学担当社会责任培育使命由来已久

从历史发展看，大学担当社会责任并非始自近

代，而是古已 有 之。１９世 纪 英 国 著 名 高 等 教 育 思

想家约翰·亨利·纽曼认为：“如果大学的目的是

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

有学生。”①教 书 育 人 显 然 是 大 学 的 职 责。在 同 一

世纪，德国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演化出了教学与科

研相结 合 的 理 念，科 学 研 究 的 地 位 日 显 重 要。２０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使大学担当社会

服务站的角色备受重视。
（一）大学社会责任的“一本多元”
大学社会责任体现出“一本多元”的特征。大

学首要的社会责任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重要责任。教学、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担当社会

责任的职能，而教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

化育人都是大学培育社会责任的有效方法。这些

方法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个根本目的，可看作大学的

过程责任（如图１所示）。
（二）人才培养责任的“双核多极”
大学的历史是一部履行社会责任的历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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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是大学 最 重 要、最 核 心 的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的 方

式。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立体的，是实施全人教

育的过程，呈 现 着 双 核 并 立、多 极 支 撑 的“双 核 多

极”格局。“双核”指的是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与社会

责任，而“多极”则是强调大学生在德、才、情、志等

多方面的发展。人才培养整个过程在帮助学生实

现个性发展 的 同 时，也 引 导 学 生 积 极 履 行 社 会 责

任，目标是要塑造出全面发展的“全人”。

图１　大学社会责任：一本多元

当代大学 面 对 物 质 丰 裕、消 费 便 捷 和 急 功 近

利、重 利 轻 义 并 存，精 神 丰 富、自 由 多 元 和 道 德 式

微、价值扭曲伴生的时代挑战，一定程度上存在的

育人目标模糊、模式单一、方法简单、内容滞后等亟

待调整，需在比较交流中形成责任共识，在反思检

讨中明确责任使命。

二、社会责任培育的国际经验和特点

尽管世界各国大学的历史背景不一、文化传统

各异、目标定位有别、途径方式多样，在社会责任培

育上各具特色，但也显现出一些共性特征。
（一）将责任理念引导嵌入育人全程

第一，强调自我实现（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同时，
亦突出社会责任（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理念。大学

将社会责任理念培育寓于学生发展过程。洪堡大

学秉承“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理念，威斯康星大学践行服

务社会、加强政府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

量的使命，早稻田大学坚持“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

民”的目标，印度理学院“在社会责任感的激励下组

织学生活动”以 回 报 社 会①，南 非 开 普 敦 大 学 坚 信

高校培育人才“直接、迅速地促进发展”，都体现了

促进个体发展和培育社会责任的有机结合②。

第二，养成企业家气质和创业精神。通过学生

参与经济活动，培养企业家气质和创业特质，将责

任培育落到实处。斯坦福研究园区和“硅谷”模式，

以 及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的 商 业 规 划 比 赛，是 典 型 的

范例。

（二）多途径提高学生的责任智识和能力

耶鲁大学前法学院院长科隆曼认为：“大学是

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

方”。许多大学普遍重视提高学生的责任智识和能

力水平。

第 一，坚 持 服 务 型 学 习 模 式（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服务 型 学 习”被 誉 为“２１世 纪 早 期 高 等 教

育改革与发 展 最 重 要 的 遗 产”③，它 将 学 习 学 术 知

识与社区义 务 工 作 结 合，通 过 参 与 不 同 的 社 区 服

务，培育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能力。结合各自实际，

一些大学又发展出“社区服务型学习”、“混合服务

型学习”和“跨学科服务型学习”等形式。

第二，开发“第二课堂”。英国大学提 供１１种

（如冷漠的一代、平等与文化、环保公民、新媒体与

公民等）为期１－２周的教学学习活动，促进学生对

不同层面公民活动的思考④；美国大学提供既可融

入传统的讲座和研讨会，亦可用于独立学习的选修

课程。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为学生增进责任智

识和能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第三，开设基础课程。印度理工学院甘地讷格

尔分校（ＩＩＴ－Ｇ）为２０１１年 届 新 生 引 进 了 一 门 为

期５周的“大学基础课程”。开学之前，学校安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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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去城乡不 同 地 方，增 加 学 生 对 社 会 问 题 的 敏 感

度①，为使学生成为变革推动者做准备。阿根廷布

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台新规，要求学生毕业前须进

行至少４０小时的社区工作或进行与专业相关的免

费教育工作，否则不能获得毕业证书②。
（三）培育全球关怀和跨文化理解的情感

第一，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２００２年，美国大

学联合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ＡＣ＆Ｕ）发 起 了 国 际 公 民 教 育 行

动，增 强 国 际 公 民 的 责 任 感 和 跨 文 化 胜 任 力③。

２００６年，聚焦于 社 会 公 平 的“国 际 公 民 行 动”在 匹

兹堡查塔姆大学发起④，以增加学生参与国际社会

实践的机会。欧洲要求到２０２０年，至少２０％的大

学毕业生有 国 外 学 习 或 培 训 经 历。２０１０年，印 度

孟买大学（ＵＭ）为 培 养“２１世 纪 的 甘 地 式ＣＥＯ”，
推出“当代联合行动新措施”（ＭＵＮＩＪＡＮ）项目，以

现代教育方式贯彻圣雄甘地的包容、大爱理念，“让
学生参与一系列建设性的社会活动，以促进社会的

积极变革”⑤。
第二，强调学生的绿色环保责任。《２０１３绿色

光荣榜》（Ｇｒｅｅｎ　Ｈｏｎｏｒ　Ｒｏｌｌ）报告对美国８０６所高

校进行绿色评级，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２１所

大学因在校园绿色文化、环保实践、学生环保意识

培养、贡献 绿 色 经 济 等 方 面 的 杰 出 表 现 而 荣 登 榜

首⑥。印度坎 普 尔 理 工 学 院（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ａｎｐｕｒ）提供多种环保责任培养的

活动，如“绿色作品：能源节约竞赛”等⑦。

第三，培育女性等相对弱势群体的责任感。在

注重全球关怀和跨文化理解的同时，牛津大学为女

性专门开设“自信”课程，教会女生克服心理障碍，

把自己变成自信、果断、勇于挑战的合格公民⑧。

（四）塑造学生的领导力和领袖精神

在哈佛大学，社交、口才和亲和力是成 为 领 袖

的必修课，参与和竞选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耶

鲁大学，将 全 球 化 时 代 的 使 命 定 位 为 美 国 培 养 领

袖、为世界培养领袖⑨。“领袖教育”使英国牛津大

学培养了６位英国国王、１９个国家的５３位总统和

首相、４７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社会责任培育促进大学与社会的双赢，特别在

国家和社会发展遇到危机时，这种作用更发挥得淋

漓尽致。冰岛总统格里姆松曾谈到，高等教育是其

社会最伟大的变革推动者。在俄罗斯从前苏联模

式向现行模式的社会转变中，大学帮助公民确立民

主观念，避免价值观冲突，并为梅德韦杰夫所说的

“现代化的俄罗斯创新发展之路”培育企业家精神。

与此同时，大学社会责任培育的成效也有待全

面考察。美国大学联合会（ＡＡＣ＆Ｕ）调查发现，师

生对“社会责任培养的理念”强烈认同，但对其现状

并不满意瑏瑠。究 其 原 因，一 是“教 师 避 免 将 个 人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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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强加给学生，或认为责任感属于天生特质”①。
二是作为高等教育学习成果的“社会责任”与大学

一贯珍视的分析思维培养有所冲突②；三是不同大

学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侧重点不同。
四是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责任的整体性与以学

科或专业为基础的大学教学模式不完全适应③。

三、社会责任培育的中国历程与未来使命

百余年来，世界大学社会责任培育的中国文化

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大学的国际视野未曾缺少，一

直努力培育学生承担社会责任。
（一）中国大学社会责任培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现代大学自创生起，就培养出一批批具

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大学生。无论是在战乱年

月中救亡图存，还是和平年代里追求复兴，这些大

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各时期、各

行业中作出了应有贡献。
早在百余年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时，大学

就没有将自 身 定 位 于 逃 避 世 俗、不 谙 世 事 的 象 牙

塔，而是积极通过培养人才回馈社会，使中华民族

脱离危境。１８９５年 创 办 的 北 洋 大 学 正 是 以“兴 学

救国”为创办宗旨的。该校创办伊始就适应当时形

势，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方法上，全
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全方位满足当时社会对工科

人才的需求④。
近代大学不仅以知识和技术救国，还在一系列

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深深的社会责

任感。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等１３所大学学生倡

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担负起了引领时代潮流的

社会责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代表的一大

批高等院校，在培育学生成才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中的历史功绩，使之已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

光辉典范。
和平时期，中国大学仍牢记培育学生社会责任

的历史使命。一大批高等学府，正是在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下成立的，这些院校在

今天成为中国大学的主体，它们为各行各业培养人

才，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才智。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曾提出军国民主义

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

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思想；当代中国的教育方针

是要致力于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这

在很大程度上与“全人教育”是相通的。可见，中国

大学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育社会责任方面，与

全球同仁的理念通汇融合。
（二）中国大学社会责任培育的时代内涵

当前中国社会正急剧转型。社会发展 既 改 善

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期待着大学生在理想信念、知识能力、品
德意志、开创精神上卓越出众，健康成长。

第一，一个人拥有永不磨灭的希望和 理 想，方

能成就伟业。个人的理想，既包括对自身成长和发

展的远大构想，也包括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担当；在

成就自身的 同 时，还 需 思 考 自 己 能 为 社 会 做 些 什

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双

赢，把个人事业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更利于实现自

我价值。
第二，知识就是力量。缺乏知 识 和 技 能，我 们

将无法立足于社会，也无法担当社会责任。大学生

作为拥有知识财富的年轻人，无论是个人发展，还

是服务社会，都是以发挥其知识优势为前提的。否

则，理想就会成为空想。
第三，高尚的品德是人生幸福的前提。人的全

面发展目标，就是成为“整全的人”。我们不仅要有

知识，还要有高尚品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 于 至 善”，中 国 自 古 以 来 就 非 常 重 视 德

育，今天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仍在继承和发扬

着先哲的思想。此外，实践中历练坚定的意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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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才干替不了，怀才不遇的人比比皆是；高学

历替不了，学而无用的人并不少见。然而，意志和

毅力常让人坚持到成功。
第四，创新精神是适应社会急剧变革的必然要

求。我们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适应变化的挑战？

当然是后者。只有创新型人才方能发展个性并担

当社会责任。而创新型人才须具备以创新精神和

创新意识为中心的自由发展的个性，以及积极进取

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崇高的献身精神。由是观之，创
新精神是一个人担当社会责任的重要精神支撑，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

古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

担起“天下”或世界的责任，先要热爱祖国以找到归

属感，而这又要以他对家庭负责为条件。我们若对

家庭都担不起责任，又何谈对国家、天下负责？这

又是以对自己负责为前提的。只有通过“修身”，才
能逐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全面

发展，通过大学的全人教育和大学生的自我历练，
塑造在理想信念、知识能力、品德意志和进取开创

精神上全面发展的个体。
（三）中国大学社会责任培育的实现路径

胡适曾为“差不多先生”立传，提醒那些做事不

认真、笃信“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的人。今天，
那种认为多多少少学学就行、随随便便做做就好的

人依然存在；大学生中“差不多”的想法并不鲜见，
“差不多”的做法并非少数。殊不知，每一环节做到

９０％的程度，经过五个环节之后将跌入不及格的水

平（０．９×０．９×０．９×０．９×０．９＝０．５９０４９）。如 果

一件事情不能够百分之百地尽全力去做，几件事情

相乘，得到的是一个接近于零的结果，几近前功尽

弃。为此，中国大学社会责任培育的使命，需要在

多个途径上相互支撑、在多个层次上层层落实。
第一，个性不消磨。若在大学教育中将个体功

能和社会功 能 割 裂，会 导 致 个 体 和 社 会 的 冲 突 对

立。大学教育的育人功能本来包括社会化和个性

化两个方面，即大学教育的个体谋生准备功能也是

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兑现。好的个性是“化”出来的，
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必在各环节促进学生造就、实
现个性。

第二，责任不淡化。保护和创 新 知 识 文 化，适

应与引领 社 会 发 展，是 大 学 这 条“扁 担”撑 起 的 两

端。走出“象牙塔”之形，坚守“象牙塔”之魂，推动

社会进步是大学的历史任务。社会责任是“养”出

来的，需将责任理念的培育融入人才培养全程，扩

充课程的责任培育内容和比例，加大活动中的责任

担当含量。
第三，教学不边缘。大学中“重科研轻 教 学”、

“重知识能力轻责任精神”的现象普遍存在，知识洪

流麻木了脑子，科学研究冲淡了责任培育，教学面

临边缘化风险。融合教学和科研，促进知识能力和

责任精神并重，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履行大学的社

会责任。优质教学是“改”出来的，需重塑全面的人

才培养目标，合理安排通识内容，优化探究式方法，
确保教学居于大学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

第四，实践不再远。大学理念和社会实践的脱

节，会使大学社会责任培育失去载体和场所。大学

社会责任培育的最终落实依托于实践，融汇于科研

成果转化、服务活动实施和文化的传承创新。善于

实践是“练”出来的，需重视并加强实践环节，为社

会责任培育提供良好环境条件。
第五，成长可持续。物质崇拜、享 乐 主 义 盛 行

的诱惑，一定程度存在的被动的、应景的、间歇的教

与学现象，会导致社会责任培育“碎片化”。良性的

社会责任培育体现为成长的可持续，这既是社会发

展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诉求。健康成长是“帮”
出来的，需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实施常态化、长效

化的育人策略，帮助大学生主动、潜心、终生地担当

起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　刘伟　责任校对　刘伟　孟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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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对《旧题唐张旭草书古诗帖》真实年代的考定

《旧题唐张旭草书古诗帖》是一件古代狂草字卷，写在五色纸上共存四幅墨迹，宋徽宗曾将它收藏入皇

宫。当时编定的《宣和书谱》视其为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的墨迹，明代文人董其昌则认为它是唐代著名书

法家张旭的狂草真迹。当代有位鉴定家鉴定此贴是张旭的真迹，并由此引起他书风的变化，由崇尚陈老莲

转而崇尚张旭。启功先生仔细观察研究，发现四幅墨迹中的第二幅写有南北朝诗人庾信的诗句，其中有

“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认定“丹”“绛”二字有问题。他说：“按照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应是东方

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黄色。”庾信的原诗是

“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色，绛是红色，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而书法作品中把“玄”
改写为“丹”。丹是红色，绛也是红色，便成了红对红，这有悖于古诗对仗的常规，分明是刻意的更改。为什

么要这样更改呢？启功先生联想到这种不合常理的更改与古代的文字避讳问题有关。为了弄清问题，他

查阅史籍：宋真宗在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十月戊午下诏，自称梦见了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即诏令天下，凡遇

到“玄朗”二字必须避讳。凡“玄”字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启功先生以此为根据，推断这卷古诗

帖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晚于该帖入藏皇宫和《宣和书谱》编定时间，而上限不会早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

午宋真宗下诏的时间，这就以确凿的证据说明这是一件宋人的书法，从而为这段公案划上了句号。

（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　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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