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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德：

“在提高中发展”的教育理念

 高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1922年生于陕西省

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13岁的高景德考取了陕西榆

林中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高景德高中毕业后，被

保送到西北工学院电机系学习。1951年，我国选派

第一批赴苏留学生，他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

工学院电机系作研究生。1956年，高景德从苏联回

到了祖国，当时，正值祖国明丽的早晨，科学技术也

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高景德真正开始了自己的

报国之路。在1983年5月至1988年10月担任清华大

学校长。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代表，全国

政协第七、八届委员及政协第八届常委。高景德教

授对待教育和科研事业勤恳敬业，为我国的科研和

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高

景德教授的教学思想，笔者翻阅了大量有关方面的

书籍资料，并深入到广大师生中虚心听取他们对高

景德教育思想的了解和领悟，对高景德教授的教育

思想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认识。

“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教育理念  高

景德教授自1956年起在清华大学任教，在1983年到

1988年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与清华大学结下

了不解之缘。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一直主持

参与科研、实验和研究生等方面的工作，与清华大

学的其他老师一起，致力于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世界

一流水平的大学。在这期间，他提出了“着重提高，

在提高中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力主扩大研究生

招生规模，实现“国内全面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设

想。这一时期，他不断强调和深化教育改革，注重提

高自己的教育质量和科研学术水平。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高景德教授一直推行以

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在高等教育中的本科阶段进

行专业设置、教学课程、教学方法以及教育管理制

度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当时的清华大学也初步建

立起了以工科为主的包括理工科、管理科和文科的

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基地。另外，在高景德教

授的倡议下，清华大学也在研究生教育阶段进行了

招生、培养、管理方面的改革，并且逐步探索出了一

套多模式培养研究生的途径，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

续教育学院，由此形成了专科、本科、研究生和继续

教育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集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于一体的基地。

在高景德教授高瞻远瞩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各

项改革计划都卓有成效。短短几年内，清华大学的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由原来的几百人

增加到近三千人，培养人才数量大幅度提高。高景

德教授本人也是电力系统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

“旗手”，据统计，80年代以来，他先后培养出了电机

和电力系统两个专业近30名博士，在他的直接指导

下，他的第一批研究生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中科院

他提出了“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教育理念，他着力改革清华大学的专业

结构、创新教育模式，他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目标，力求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

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

他就是我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老校长高景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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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他主持制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使清华

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对

我国研究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起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为后来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

提供了可能。

改革专业结构，创新教育模式  早在

1983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

高景德教授一直按照这一精神积极进行教育

改革的探索。他认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观点在当时提出是十分及时、正确的，社会主

义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在飞速发展，因此培养

具有社会主义高觉悟、专业水平高技能的各

类专业型人才更加必要和迫切。高景德教授

以清华大学为阵地，在如何培养高质量人才

上下足了工夫。

首先，他提倡改革教育模式，调整高等学

校的系科和专业结构的设置。当时的高景德敏锐地

感觉到不同的学科和专业之间有互相渗透、互相综

合的趋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已经步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迫切需要的是既能够进行现代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学习，又具有创新头脑的新型

复合人才，但当时教育方法是单纯的理工科或者单

纯文科的办学模式，无论是通过教授系统知识来提

高人才素质，还是边缘学科的课堂引进，都需要进

行调整。因此他力主在学校增设应用数学、生物科

学与技术等学科，也倡议增加管理、语言等科系，各

专业、科系的内容要不断更新，界限不要太清楚，使

高等学府成为文理共济的综合性大学。

其次，人才的培养，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对

学校的专业设置进行调整以后，人才的培养自然有

了学术环境和教学条件，但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培养

全面型人才的教育内容也还应该包括德、体、美等方

面。智育即加强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和运用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更包括发展学生的组织管理的能力以

及创新能力。德育即对学生情商的开发，德性是获取

知识的方法，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学

校在进行理论知识的教授时一定要增加课外学习

的时间，提高实践的技能。高景德一贯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的原则，将课内、课外的学时由原来的1∶1改为

1∶2，增加选修课的比例，让学生多参加课外的科研

和社会活动。

再次，教学过程中坚持因材施教，对不同水平

的学生采取不同的要求和教育方法。因材施教，保

持教育弹性才能真正培养出促进社会进步

的人才；达到教育要求的允许提前毕业，允

许学习第二专业、申请第二学位，对一些特

别优秀的学生，学校可以给予特殊培养,这

些教育政策都是高景德教授极力倡导的。

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目标  我国的社

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

标，阐明了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

的。高景德认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必须努

力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其中有两个问题

必须在思想上明确起来。

第一，高等教育学府既是人才培养的

中心，也更应该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地。高

校会聚了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掌握了大

量的科学文化技术，理应对国家的科技创

新和进步贡献力量；反过来，学校钻研出来

的科研成果，若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

经过反复论证，最后又被总结为理论知识以供在校

学生学习，惟其如此，知识的学习和社会进步才有

动力，才能生生不息。

第二，在进行知识技能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对

学生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思想宣传。学校是进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阵地，也是极易受到各种糟

粕思想腐蚀的薄弱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与时俱进

的，它一直坚持的是绝对真理，是广大师生明辨是

非、探求真理的强大武器，是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

加强正确思想的宣传，良好的学风才能形成，学生

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勤奋学习，全面发展成为高素

质人才。

高景德肯定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后的短短数年

间，中国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万之

多，高等教育的大门已经敞开，大有普及之势。对于

将清华大学办成一流名校的这一目标他已然可感

欣慰，但是高教授“在发展中提高”的思想在现代教

育中却并未完全得以践行，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转

为大众化，但是现在的高等学校教育质量有下降趋

势，理工科与人文学科的教学界限仍然清晰，对知

识技能精准、全面掌握的高层次人才需求缺口仍然

很大。

高景德作为教育界的先驱，在教学实践中留下

了许多宝贵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在21世纪的今天来

看，他的许多教育理念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值得

我们去深思与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