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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剑桥大学的教育模式谈高校学术文化氛围的营造

武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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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术氛围和文化底蕴是一所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英国剑桥大学成功的教育模式给了

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剑桥大学在管理上实行独特的学院制管理模式，类似于美国松散的联邦制形式；在 教

育模式上剑桥大学实行导师制的教育模式；在治学理念上坚持原创性是所有发现的前提条件，并以此形成严

谨的学风。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高校应该提倡导师制、鼓励原创性、下放更多权力、推行以人为本，从而

更好地营造先进的学术文化氛围。

关键词：剑桥大学；教育模式；中国高校；学术文化氛围的营造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５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３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９８－０４

　　众所周知，学术氛围和文化底蕴是一所大学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那么，如何去营造高校的

学术文化氛围呢？笔者认为，英国剑桥大学成功的

教育模式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本文将首先简

单介绍这一世界知名大学，并对其经营管理模式、教
育模式、治学理念以及学术文化氛围进行总结，然后

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在高校营造学术文化氛围提出

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剑桥大学简介

剑 桥 大 学 位 于 英 国 美 丽 而 浪 漫 的 传 奇 小 镇 剑

桥，始建于１２０９年，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

学之一，多年来稳居全球大学排行榜的前五名，近三

年来更是位居全球第一。剑桥大学纵横古今、声名

显赫，成 立８００年 以 来 创 造 了 许 多 奇 迹、成 就 了 许

多梦 想。它 培 养 出 了８９位 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是 世

界上诞生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等学府。同时，剑

桥大学还诞生了一大批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师级

校友，如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达尔文、霍金、克里克、
麦克斯韦、瑞利、汤姆逊、卢瑟福、培根等；文学家弥

尔顿、华兹华斯、拜伦、丁尼生等；哲学家罗素、维特

根斯坦、李约瑟等；经济学家凯恩斯、马尔萨斯等；以
及著名政治家克伦威尔、尼赫鲁、拉吉夫·甘地等。
所以，剑桥大学注定与经典同在。其中，牛顿、达尔

文、培根在此累积了科学家的原始财富；麦克斯韦、
瑞利、汤姆逊、卢瑟福在此跨越世界物理学的巅峰；
沃森和克里克在此 发 现 ＤＮＡ 双 螺 旋 结 构，从 此 揭

开了生命的奥妙。剑桥大学的卡文迪士实验室被称

作世界物理学的发源地和世界物理中心，造就了２８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造就了

１３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被誉为世界科学史上的里程

碑。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更是登峰造极，培养出了

３２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２５位奥运会冠军和５位国家



元首。许多大师从这个学院毕业，如牛顿、培根、霍

金、卢瑟福、麦克斯韦、拜伦、丁尼生、维特根斯坦、罗
素等。

值得一提的是，剑桥大学图书馆是英国最大的

研究型图书馆，也是世界第二大大学图书馆，仅次于

哈佛大学图书馆，创建于１４２４年，现藏书６００多万

册。１７０９年，英国 颁 布 版 权 法，规 定 凡 本 国 出 版 的

图书都要免费缴送该馆，这一规定大大促进了剑桥

大学图书馆 的 发 展。剑 桥 大 学 出 版 社 成 立 于１５１４
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如今，该出版社

每年有２０００多 种 印 刷 版 和 电 子 版 出 版 物 面 世，是

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出版社之一。此外，剑桥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英语教育评估机构———剑桥大学

考试委员会。它的现任校长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莱谢

克·博里塞维奇爵士。

　　二、剑桥大学的教育模式、治学理念及学

术文化氛围

　　（一）大学城及科学园的经营模式与学院制的管

理模式

剑桥大学现有３１个学院，包括３个女子学院，

还有两个专门的研究生院。剑桥是世界闻名的大学

城，各个学院分布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整个剑桥

其实就是一所大学。剑桥环境幽美、绿草如茵、鸟语

花香，浪漫 而 充 满 诗 意 的 剑 河 穿 梭 于 这 座 大 学 城。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难用剑桥大学来概括这一切，因
为它不光光 是 一 所 大 学，而 是 以 大 学 为 中 心，将 人

才、机构、实验室、研究所、工厂以及市场结合起来，

形成了欧洲最成功的科学园，所以它常常被称作是

一种“剑桥现象”。

剑桥大学实行独特的学院制管理模式，类似于

美国松散的联邦制形式。３１所学院历史背景不同、

风格不同、各具特色。大学和学院相辅相成，却是不

同的实体，在经济上相互独立。大学由英国政府拨

款，实行公有制，而学院实行私有制，自负盈亏、自主

经营。二者分工明确，大学负责聘用教师，开放所有

的实验室、图书馆，负责考试和授予学位，而学院负

责学生的生活和本科生的业余辅导。每个学院在某

种程度上就像一所微型大学，有自己的校规、校纪和

校徽，所 以 我 们 也 可 以 说，在 剑 桥 共 有３１所 大 学，

共同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学。其中最著名的学院有三

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和国王学院。

（二）剑桥大学的教育模式

剑桥大学实行导师制的教育模式。本科生一般

都有两个导师，一个是德育导师，负责学生的日常生

活、思想品德以及各种技巧的培养，另一个是学术导

师，负责学生的专业学习及科学研究。剑桥挑选世

界上最优秀的学生，要求研究生在入学前对自己要

研究什么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学校注重学生在

导师的指导下，独立从事研究、独立思考。导师也会

给学生一些宏观的指导，指导学生少犯错误。剑桥

大学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学生在学院导师的带领

下组成研讨组，或讨论、或质疑、或辩论，心灵与思维

不断地进行碰撞并激出思想的火花。当然，同学之

间也存在友善的竞争。导师给学生的压力不大，学

生有相对轻松、较为自由的学术空间。导师如果觉

得学生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们会尽力指导，甚至提

供各种条件。这一点在卡文迪士实验室体现得淋漓

尽致，这个实验室的历届领导者都是现代物理学大

师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卢瑟

福，他通过各种途径尽力帮助学生，甚至曾有一次不

惜将自己实验室的设备拆运到苏联供卡皮茨使用。
正是通过这种 关 怀 与 帮 助，卢 瑟 福 指 导 出 了１２位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三）剑桥师生的治学理念

创新思想和钻研精神是剑桥大学的活力源泉和

魅力所在。剑桥大学认为坚持原创性是所有发现的

前提条件，并以此形成严谨的学风。这种创新思想

无处不在，可以说是剑桥大学的发动机，不断地推动

着该所大学向前发展。剑桥能获得如此多的诺贝尔

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原创性。其实，诺贝

尔奖委员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强调知

识的原创性以及对人类所做的贡献。
跨 学 科 是 剑 桥 师 生 的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创 新 方

法。来自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学者常常为了一个

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走到一起，形成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在此展开对话和思维的碰撞，从而不断地激发灵

感，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离开的时候又各取所需，
这也许就是学术的理想境界。当年在卡文迪士实验

室做研究的青年生物学家沃森和在此攻读物理学博

士学位的克里克就曾成功地携手合作，两人都坚信

从物 理 学 的 角 度 可 以 解 决 生 物 学 问 题，并 于１９５３
年发现了 ＤＮＡ 双螺旋 结 构，因 此 获 得 了 当 年 的 诺

贝尔奖。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使得生物学从一

门理解生物的分析科学突变为一门能改变生命并创

造新的生物的合成科学，从而成功地将生物学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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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到医学领域，使得剑桥大学的医学研究走在了

世界的前列。
记得达尔文曾经说过，“不论做什么事，都要用

全部的精力和集中的注意力”，这正是剑桥大学的灵

魂所在。笔者觉得，剑桥学生成功的最重要诀窍是：
勤奋严谨、潜心向学、刻苦钻研，图书馆是他们最重

要的课堂。在剑桥，你常常会发现实验大楼在晚上

１２点以后仍旧灯火通明，许多年轻学者仍在孜孜不

倦地探求真知。
（四）剑桥大学的学术文化氛围

剑桥大学有许多学会和学生社团，这些组织会

频繁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校做讲座，从而为学生创

造与知名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各个学院都会在

每个学期末举行正式晚宴和鸡尾酒会，常常邀请知

名科学家出席，这样学生就有机会在轻松的氛围中

与当今世界顶尖的科学家闲聊。学校也会给老师免

费的午餐，使得餐桌上有师生交流的机会。酒吧文

化和咖啡文化是剑桥大学的一大特色。每个学院和

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咖啡厅供大家免费使用。在剑桥

大学，你常常会发现许多师生在一起喝着咖啡讨论

问题，这种自由轻松的环境更有利于思想火花的产

生。位于 国 王 学 院 斜 对 面 的 老 鹰 酒 吧 非 常 出 名。

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８日，沃森和克里克在这里宣布发现

ＤＮＡ，从此这家 酒 吧 驰 名 于 世，吸 引 了 许 多 师 生 来

这里喝酒讨论，以便激发创作的灵感。其实，最有名

的是一年一度的期末舞会，在６月份考试结束后举

行，为期一周。届时剑河上会大放焰花，各个学院的

学生们会穿着正装、礼服，踩着乐曲翩翩起舞。人杰

地灵的环境还营造了剑桥大学的文学与艺术氛围。
当年，徐志摩先生在此有感而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

名诗《再别康桥》。可以说，整个剑桥就是一个精神

家园和心灵 的 归 属，在 那 里 科 学 与 人 文、科 学 与 艺

术、生活与情趣交融贯通。无论你是剑桥的匆匆过

客，还是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剑桥，这段美

好的经历都将会是每个人一生的怀念。

三、如何在高校营造学术文化氛围

笔者认为，从剑桥大学的成功模式，我们可以得

出如下启示：
在教育模式上，我们应该借鉴剑桥大学的导师

制。一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本科阶段几乎没

有实行导师制的模式，常常是等本科生毕业前夕才

分配导师，以便完成学生的毕业论文。诚然，中国高

校的师生比例不可能有剑桥那么高，但我们至少可

以将毕业论文设计中的导师指导模式提前进行。在

本科生入学后，不妨让老师和学生双向选择，每位老

师负责几位学生的指导，包括学生知识面的拓宽和

专业的学习。这样既不耽误学生基本知识的学习，
又有利于他们的个性培养，有利于教师更好地挖掘

学生的潜能，顺应学生的兴趣，学生也可以尽早地参

与老师的科研项目。在这一方面，华南理工大学的

“基因组科学创新班”做出了很好的尝试，自从２００９
年创办以来，该校创新班一直实行导师组制管理，导
师早期介入学生的培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该创

新班的本科生先后３０人次以共同第一作者或署名

作者身份在 Ｎａｔｕｒｅ（或子刊）和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高水

平论文２０篇，这 些 学 生 均 来 自 该 校 创 新 班 的 大 三

和大四两个年级。
从剑桥大学的管理模式，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应

该将更多的自主权下放给各个学院，让学院在招生、
经营、管理上有更多的决定权。众所周知，由于学科

和专业的差异，各个学院在课程设计、培养模式乃至

招生管理上都有许多不同的要求。这些环节如果全

部由大学统一调配管理，就很难照顾到各个学院的

学科特点和各个方向的差异。如果给学院更多的权

利，则可以更好地激发各个学院的潜能，并把高校的

一些职能部门解放出来，有利于精简机构，进而促进

大学的整体发展。高校应该将“原创性”作为大学不

断前进的推动力，鼓励师生大力创新，鼓励他们做一

些跨学科、多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研究，并提倡不同

的邻近专业多展开交流合作。许多高校在这一方面

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尝试，整合了不同学院甚至不同

学校的力量成功地申报了国家重大研究课题，并形

成了产学研一条龙的运作模式。在学术道路上，我

们不应该穿着别人的鞋子走人家的老路，更不能把

别人的鞋子 当 作 自 己 的，我 们 要 与 时 俱 进、开 拓 创

新、端正学风。
其实，学术科研是接力赛，要交接好每 一 棒，并

延续下去。高校应该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鼓

励他们尽早地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尽早地申请学

生研究计划或学生交流项目。学生在做完一个课题

后不要停止前进，而要把这些课题的思想和成果加

以积淀，不妨顺藤摸瓜地整理成自己的毕业论文，而
且要把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联系起来并延续下

去。老师要帮助和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成果，鼓励

他们在求学的道路上留下脚印。
高校应该多为学生提供组织学术活动的便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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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鼓励他们踊跃创办、加入各种学会，定期组织有

益活动，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学生应该尽多组织

研讨，多让心灵碰撞并激出思想的火花，要多一些轻

松自 然、多 一 些 师 生 互 动，并 形 成 自 己 的 特 色。其

实，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不时会闪现出一些思想的火

花，但这些火花很可能会转瞬即逝，如果大家不及时

捕捉，很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再来。所以，学生应该善

于捕捉并勤于交流，多去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思想并

多听听别 人 的 意 见。高 校 应 该 提 倡 学 生 多 泡 图 书

馆，少进网路聊天室；在读书的过程中要多吃营养大

餐，少吃垃圾食品。上文提及要借鉴剑桥师生勤于

讨论交流的治学方法，但这一切要以自己的积累为

基础，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尤其如此。笔者仅以自

己从事的外语专业为例。许多学生在大学四年结束

时都没有读过几本外文原版小说，这样怎么可能把

外语学好？在笔者看来，世界上最好的语言并不在

课本中，而是在那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那些文

坛大师妙笔生辉的名著中。所以，作为外语专业的

学生，如果没有勇气去接触这些语言大师的名著，自
然就无法把外语真正学好。在笔者看来，外语专业

的学生 起 码 要 做 到“非 常 ２＋１”（２＝２０２００；１＝
１０１００），也即，本 科 生 应 该 最 少 阅 读２０本 原 版 小

说、２００篇 原 版 诗 歌，而 硕 士 研 究 生 应 该 最 少 阅 读

１０本自 己 研 究 方 向 的 专 著、１００篇 论 文，博 士 研 究

生的阅读量则需要更大。当然，这里提议的数字仅

仅是一个粗略的估算，阅读量越大越好。
从剑桥大学的跨学科理念不难看出，我们做学

问需要爱上 自 己 的 专 业，但 有 时 更 需 要“脚 踏 多 只

船”。记得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一个人最大

的悲哀莫过于从事违背自己兴趣的工作。所以，学

生应该通过阅读、积累等方法慢慢地爱上自己的专

业，更应该博览群书，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以拓

宽知识面，将诸多相近专业的知识融会贯通，这样在

考虑问题时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同时，学校

应该提倡多元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多参加校际交流

合作、校间联合培养计划、学生交换培养计划等，尤

其要鼓励师生到国际一流大学去学习交流。
笔者相信，只要我们顺应国际教育形势虚心借

鉴学习，联系国情校情勇于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在

中国高校中营造出先进的学术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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