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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抢占科技制高点需要培养跨学科人才 ,学科门类 、层次的多样性决定跨学科人

才的培养模式的多样性。目前 ,我国基本上有五种跨学科培养模式 ,即主副修复合型 、二元复

合型 、多元复合型 、通识型跨学科性 、学际型等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这些模式为大学生成长

为跨学科人才提供了理性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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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突飞猛进 ,科学之树枝繁叶茂 ,并出现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且以综

合为主的发展趋势。江泽民同志尖锐指出:“许多新的交叉科学研究领域都可能对中国未来的繁荣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 1](第 184 页)“科学研究应更加重视与人类前途命运攸关的全球性问题 ,尤其要加强跨

学科交叉研究”[ 1](第 214 页)。科学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人才 ,人才成长的基础在教育 。加强跨学科交叉

研究 ,需要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人才 ,需要跨学科教育去培养跨学科人才 。因此 ,加强跨学科教育和跨学

科人才培养 ,已成为抢占世界科学技术制高点的战略举措 ,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和主流

之一 。

什么是跨学科人才? 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从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实际出发 ,我们认为跨学科人

才应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具有宽厚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面 ,基本掌握两门或两门以上学

科的理论 、知识和技能 ,富有跨学科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人才 。

学科门类具有多样性 ,诸如种类 、领域等 ,决定跨学科的起点与终点具有多样性 ,同时也决定跨学科

人才的知识结构具有多样性;学科间的交叉呈网状结构 ,决定跨学科人才知识结构的复杂性。

学科又是分层次的 ,同一学科门类又分为一级 、二级等若干层次 ,决定跨学科(学科交叉)的深度和

广度也有类别和层次之分 ,并呈现多维的立体结构 ,这也决定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高等教育作为服务行业也必受人才市场的影响。人 、社会 、自然的协调发展 ,要求我们要培养全面

发展的人才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经济 、科技 、文化发展的综合性 ,决定对跨学科人才 、复合型人才

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培养具有极强的计划性 ,按单一的学科构建人才的知识结构 ,使同一学科专

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具有学科的单一性 , “千人一面”甚至“千校一面” ,专业过专过细过于封闭。跨学科教

育中 ,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人才个性的充分展示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舞台与可能 ,给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宽广的试验平台。

在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中 ,国内外的高等学校对跨学科人才的培养都十分重视 ,都进行了许多大胆的

改革和实践的尝试。为了给各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在跨学科人才培养与成长中提供借鉴和



理性的选择 ,提高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进一步完善不同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我们有必要对若干

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分析评价 ,提出初步见解。

一 、学科专业主副修复合型跨学科人才模式 ,简称“主副修复合型模式”

在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中 ,主副修复合型跨学科人才是通过实行主副修制教学管理和培养模式实现

的。主副修制又称“主辅修制” 、“主副科制” ,要求学生以一个学科专业为主修学科专业 ,同时将另一个

学科专业作为副修学科专业;或曰学生主修一个学科专业副修一个学科专业 。学生主修和副修的学科

专业的课程成绩经考核合格 ,其它方面均达到国家 、学校有关学生学习的规定要求 ,在毕业时获主修学

科专业的毕业文凭 、学士学位证书与副修学科专业证书 ,或者获主副修毕业文凭与主修学科专业的学位

证书 。这样 ,学生就成为基本掌握两个学科专业基础理论 、知识和方法的主副修复合型跨学科人才 。

主副修复合型跨学科人才的学科专业知识结构中 ,要求掌握大学本科毕业生应掌握的主修学科专

业的基础理论 、知识和方法 ,同时初步掌握作为副修的另一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 、知识和方法。对副修

学科专业的知识量的掌握 ,不同国家 、学校 、学科专业有不同的要求 。美国的大学要求学生副修的课程

门数或获得的学分数 ,应为主修学科专业课程门数或获得的学分数的一半左右[ 2]
(第 19 页)。我国改革

开放后率先实行主副修制的武汉大学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主修学科专业应修满

130 ～ 150学分 ,要求学生副修的学科专业必须获得 60学分左右且明确规定副修学科专业的相关课程。

在高等教育改革中 ,由于不断扩大选修学分的比例并实行了“主干课程” ,武汉大学又改为要求学生副修

学科专业时应修习经国家或学校组织专家论证后正式确认的该学科专业“主干课程” ,约 40学分左右。

学生副修学科专业的知识量的掌握达不到上述规定 ,不能获得主副修证书 。

大学本科学制是有限的 ,学生学习的精力和负担也是有限的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要求也大不相同 ,

在大学本科教育中要求每个学生在主修一个学科专业的同时必须副修另一个学科专业是不现实的 。美

国的大学在 20世纪 70-80年代 ,只有 6%的学士和副学士学位授权点要求学生必须有副修学科专业

领域 ,有 38%的学士学位授权点鼓励学生副修部分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 2](第 19 页)。我国已实行主副

修制的高等学校 ,多采鼓励之法 ,多主张学有余力或学习成绩优良者才能在主修学科专业外选择另一学

科专业为副修专业 ,也鼓励学生为扩大知识面 、发展个性而自主副修有关学科专业的课程 。

二 、学科专业二元复合型跨学科人才模式 ,简称“二元复合型模式”

在大学本科教育中 ,能掌握两个不同领域的本科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的人

才 ,可称为学科专业二元复合型跨学科人才。这类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和成长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种:

一是通过“双主修制”的培养模式实现。双主修制又称“双科制” ,允许学生在校期间同时选择两个

不同领域的本科学科专业作为主修专业 。两个主修学科专业的课程教学量或规定学生毕业应取得的学

分数等要求大体相等 ,都是大学本科专业毕业的基本要求 。学生按学校要求修读完两个主修学科专业

规定的课程并经考核合格 ,或取满两个主修学科专业规定的学分数 ,在其他诸方面都达到学校或学科专

业规定的要求 ,准予毕业 。学生毕业时可获两个主修学科专业的毕业文凭 ,符合学士学位授予要求者亦

可获两个主修学科专业的学士学位。双主修对学生学习负担而言较重 ,不是每位学生都适合双主修。

美国的大学在 20世纪 70年代曾约有 15%的本科学生选择双主修[ 2](第 79 页)。我国中央教育行政部门

于 1986年曾提出可在四年制本科和三年制师范专科学校实行 ,以增强毕业生的适应能力 。

二是通过“第二学士学位制度”的培养模式实现。第二学士学位是中国为培养知识面宽 、跨学科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 ,早在 1984年就开始在少数高校的少数专业试行 , 1987 年开始在全

国正式实行和推广。哪些专业为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由教育部审定。招生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 ,招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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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主要是已经获得一个学士学位者并以在职人员为主 ,后逐步发展为以招收应届本科毕业并获学士学

位者为主。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修业年限为 2年 ,入学需经统一考试并择优录取。攻读第二学士学位

者在校期间的生活及其它待遇 ,按硕士研究生的有关规定执行。学生修业期满 ,达到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 ,授予第二学士学位 ,毕业后起点工资与硕士研究生班毕业生工资待遇相同。第二

学士学位又称“双学士学位” ,一个学生获得两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士学位 ,理所当然地是跨学科人才。

三是通过其他培养模式实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高等教育大众化 ,招生制度改

革和自学考试制度完善 ,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发展 ,学习型社会为获得两个学士学位和两个学科专业

毕业文凭创造了条件 。例如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后 ,在工作岗位通过自学考试去攻读第二学士

学位和修习第二个学科专业;又如高校招生考试已不受年龄限制 ,大学本科毕业者为适应职业更动与转

移的需要 ,通过高考去攻读另一个新兴学科专业等 。

二元复合型跨学科人才 ,在本科教育阶段可以培养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更有条件培养 。如实行双硕

士学位制 、双博士学位制;跨学科领域攻读高一级学位 ,如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再攻读法学硕

士学位 ,获某学科理学士学位后再攻读医学或工学博士学位等等 。总之 ,获得两个不同学科专业的毕业

文凭与学位证书者 ,均应视同学科专业二元复合型跨学科人才。

三 、学科专业多元复合型跨学科人才模式 ,简称“多元复合型模式”

学科专业多元复合型跨学科人才 ,主要指具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学科领域最基本的理论 、知识和方法

的人才 。这类跨学科人才 ,具有多个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 ,初步掌握多个学科的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知

识 ,有宽广的知识视野和扎实的治学基本功 ,同时大学本科毕业时必须达到其中一个主攻学科专业的基

本要求 ,并获得这一学科专业的学士学位。

多元复合型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举办周密设计的大学本科的学科专业综合性试验班

实现 。例如 ,1993年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创办的人文科学试验班 ,指导思想和目的就是打破文学 、史

学 、哲学三大学科门类之间的学科专业壁垒 ,培养人文科学专业基础宽厚 、综合素质较高 、创新潜能强的

文科人才 。该班的教学组织是跨学科的 ,由中文 、历史 、哲学三个系的有关教师组成教研室 ,负责教学计

划的制订 、教学事务安排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设计是跨学科的 ,前

两年半打破文 、史 、哲的学科专业界限 ,主要修习人文科学概论 、人文科学方法论 、人文科学史 、人文科学

名著导读等基础理论 、方法类课程和中外通史 、中外文学史 、中外哲学史 、古代汉语等文 、史 、哲各学科专

业的基础课程。后一年半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分别修习汉语言文学 、历史学 、哲学三个学科专业方向的

专业基础与专业课程 ,如各项要求均达到学校有关规定则分别授予文学 、史学 、哲学学士学位。四年学

习期满 ,多数被推荐免试或考取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这一创举已得到学校和学界认可 ,北大 、人大

等不少著名大学都相继办起人文科学试验班或国学试验班。又如 ,南京大学的理科强化班和中国科技

大学的少年班也是学科专业的综合性试验班 ,要求学生进校后前二至三年不分学科专业 ,共同修读数

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等理科主要学科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 ,掌握理科主要学科专业的基本理

论 、知识和技能 、方法 ,然后再选择一个学科专业作为自己的主攻学科专业领域。学生毕业授理学士学

位。清华大学创办的以数理强化为特点的“基础科学班”和以培养具有深厚中西文化底蕴的文科人才为

目标的“中外文化综合班”等也属于多元复合型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验班。

四 、通识型跨学科性人才模式 ,简称“通识型模式”

通识型跨学科性人才的培养 ,主要通过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所谓通才 ,就是

通达多学科的人才;所谓通识 ,就是较普遍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 。“通”是相对的 , “通才”相对于“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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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通识”相对于知识面狭窄而言 ,对各主要学科领域最基本的理论 、知识和方法都有一定的了解。

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越来越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所重视 ,并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大趋势。

人们对通才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认识不尽相同 ,但对这种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具有跨学科性 、跨

学科背景和学科综合性的人才的认识并无分歧。各国国情和各校校情不同 ,通识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的

知识结构也不相同 ,但其共性是一致的 ,即学生既有一个主修的学科专业领域又有广博的多学科的基本

知识 。通识型跨学科性人才培养模式中 ,对学生在诸多学科领域应分别拥有的知识量的比例结构 ,因学

校校情和主修学科专业的要求而有所区别。清华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培养

模式 ,工科学生在校期间“一半的课程被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课所占据” 。北京大学实施的“元

培计划” ,强调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 ,高年级实施宽口径专业教育。学生进校按文 、理分类招生 ,通选课

分为数学与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哲学与心理学 、历史学与语言学 、文学与艺术等五大学科领域 ,要求学

生必须从每个学科领域中选修若干门课程。美国哈佛大学 1978年发表“核心课程报告” ,肯定通识教育

的价值之一就是突破学科 、学系的藩篱设计了跨学科 、跨系的科目 ,要求本科生在主修学科外应至少在

文学与艺术 、历史 、社会分析及道德哲学 、科学 、外国文化等学科知识领域选读一个科目。学生获学士学

位至少修读 32门课程 ,其中 16门为主修学科专业课程 ,其他为非主修的“核心课程”和选修课 。

通才是能通达各学科领域的人才 ,通识是熟悉各学科领域的普通的基础知识 ,二者的内涵具有一致

性。因此 ,通识型人才培养模式所培养出的人才也应属跨学科人才 ,至少应称为具有跨学科性的人才。

这种人才成长在跨学科教育的氛围之中 ,具有跨学科的理念和意识 ,具有跨学科成长的背景。

五 、学际型跨学科人才模式 ,简称“学际型模式”

所谓“学际”就是学科之间相互渗透 、融合 、联系的边际。“学际学科” ,就是将有关系的若干学科加

以融合 ,创造出一个领域广泛的新的学科 ,就是交叉学科 、边缘学科。

学际型跨学科人才的培养 ,主要通过学际学科的教育培养模式实现。简言之 ,通过大学本科“跨学

科专业”(学际专业)、交叉学科专业 、边缘学科专业教育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

与综合 ,大学本科教育中出现许多新的跨学科的专业。这些新的跨学科专业所培养的人才 ,理所当然地

也是跨学科人才 ,即在各传统 、典型 、成熟的学科之间的边际地带驰骋的人才。

学际型跨学科人才 ,因各学科交叉涉及的数量 、深度 、广度不同 ,其学科专业的知识结构有较大差

别。有的是两个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 ,如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 、生物化学等 ,分别是电子学与商学 、电子

学与行政管理 、生物与化学的交叉融合 ,而不是两个不同学科的本科专业的拼合 。有的是三个或三个以

上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 ,如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就是跨越三个学科专业的跨学科学际专业 ,所培养人才的

知识结构是生物学 、医学 、工程学三个学科专业知识的融合 ,而不是三个学科专业的拼合 ,也不同于多元

复合型跨学科人才的知识结构 。有的则是学科的高度综合和知识的新整合而催生的涉及诸多学科知

识 、理论 、方法的综合学科和横断学科 ,并在大学本科教育中设置为新的学科专业 ,如环境科学 、材料科

学 、城市规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专业。这些学际学科专业涉及的传统 、典型 、成熟的学科多 ,学科

交叉广度大 ,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均以新和综合为特色 ,所培养的人才称之为学际型跨学科人才。

学际型跨学科人才的知识结构中相关学科知识的含量难以具体化 ,相关学科知识量所占比重也难

以量化 ,然而下述定理应是成立的 ,即涉及的学科越多相关学科的知识含量越少 ,涉及的学科越少相关

学科的知识含量越多 ,或曰涉及学科的多少与相关的学科的知识含量成反比。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

高等教育工作者和高等学校要适应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 、经济 、科技发展的需要 ,必须十分重视跨

学科人才的培养 ,但要理性地选择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要跟踪当代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前沿 ,认真

研究和分析学科分化与综合的态势 ,不失时机地设置学际学科专业 ,培养学际型跨学科人才 ,抢占科学

技术文化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 、新学科的制高点。对新兴 、交叉 、边缘学科专业设置 ,看准了或论证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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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了就增设跨学科的新专业 ,并力求办成一流的学科专业 。在新专业设置中要量力而行 ,要与校情结

合 ,要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二是要为培养跨学科人才积极创造条件 ,给学生成长为跨学科人才以更多

的模式选择 。这就要求深化教学管理制度改革 ,不断完善学分制 、主副修制 、选修制 、弹性学制 、双学士

学位或双主科制等 ,举办各种类型的学科综合试验班等 ,不断总结经验 ,以利跨学科人才的成长 。三是

对学生成长为跨学科人才 ,不搞一刀切 ,要加强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一所大学要学生都去拿双学士学位

或都去主副修是不现实的 。四是各高等学校要视校情选择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大学专科和职业技术

教育应以培养专才为主 ,以单学科专业教育为好 ,可适当培养技能复合型人才。单科性为主的高校因学

科较少而难以创造跨学科人才成长的环境 ,选择模式应慎重 。研究性大学应提倡跨学科人才培养 ,提倡

跨学科攻读高一级学位课程 ,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 。五是每位学生是否要成为跨学科人才 ,通过或选择

何种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成长为跨学科人才 ,也要量力而行 ,要从实际出发 ,特别要从自己的兴趣爱好

出发 ,以利充分展示和发展个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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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cale the heigh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eds to turn the talented persons wi th cross-

subjects.The dif ferent Kinds and levels of the subjects decide the dif ferent turning models of cross-subjects

persons.Today , there are five kinds of cross-subjects turning models in our country.These models will

certainly give the oppo rtunit ies fo r the students to turn themselves to be the across-subjects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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