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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特色培养环节,助力一流大学人才培养*

———同济高等讲堂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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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1.研究生院,2.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双一流”建设和新工科建设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济大学依托各学科的办学优

势和专业特色,自2018级起针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探索性课程“同济高等讲堂”,邀请各研

究领域的精英学者来校开展讲座,以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文章介绍了同济高

等讲堂的开设背景、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实施办法,分享了一些成功案例,分析了教学效果,并对未来

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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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2015年颁布了高校“双一流”建设的

纲领性文件,要求高校“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

统领,以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

导向”,确定优先发展学科领域,集中有限的资源

打造优势学科,以一流学科建设推动一流高校建

设[1-2]。2017年,国家又提出新工科建设,要求高

校突破原有的学科界限、产业划分及专业隔离,整

合跨学科资源,通过工科与管理、经济、人文、医

学、新闻、法律等其他学科的交融,实现人才培养

的宽、专结合[3]。“双一流”建设与新工科建设对

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高等教育不

再把重心放在对现有科学知识的习得和当前产业

界人才需求的追随上,而是要面向未来,培养超越

现实、创造未来、能够引领产业界及社会发展方向

的创新型人才。

研究生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研

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为适应

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需求,国内高校针对研究生

教育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4-7]。同济大学

对2018级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进

行了全面修订和调整,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依

托各学科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开设“同济高等讲

堂”,以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

一、同济高等讲堂简介

近代科学发展特别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国

计民生中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等,常常涉及到不

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8-10]。构建跨

学科、跨专业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及创新实践能力,是“双一流”建设与新工科建设

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同济大

学从2012年起对除留学生和学位型博士以外的

全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提出了跨学院(或者跨一

级学科)选修专业课程的要求。2018年,学校研

究生院牵头设立了 “同济高等讲堂”,将其作为研

究生的必修环节。

同济高等讲堂由诺贝尔奖得主、院士、学术精

英、党政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企业家等主讲,内

容涉及思想政治、学术、职业素养三个模块,每个

模块含有若干主题(见表1)。开设该环节的目的

是通过思想品德教育、时政要点分析和解读,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术研究经

历交流和前沿科技成果分享,启迪学生的科学思

维和创新灵感;通过创新创业经验的交流和职业

发展规划的探讨,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吃苦

耐劳的精神。与一般的学术报告不同,同济高等

讲堂的讲座均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以

期让学生在人格、知识和能力方面得到全方位的

训练和提升。

同济高等讲堂的讲座分为校院两级,校级讲

座主要由学院提前一个学期将讲座专家信息及相

关材料申报至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再组织专家进

行评审筛选,最终确定讲座内容。而院级讲座则

由学院自行安排,并在学校备案。一般而言,学院

会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邀请各研究领域的精英和

学者来校,就能够凸显专业特点的内容开展讲座。

校级讲座内容确定后,学校会以海报形式发

布在相关网站上,并在固定时间内接受报名。学

生可在报名前登录网站了解讲座具体细节,包括

讲座题目、专家简介、主要内容、时间、地点等。每

场讲座时长约一小时四十分钟,包含演讲和互动

环节。学生听完讲座后,要在一周内在线提交个

人学习心得。研究生院每年在同济高等讲堂上推

出100期校级讲座,包括四平校区的60期和嘉定

校区的40期。2018级起,每位研究生需至少参

加其中的16次(校级和院级讲座各8次)。同济

高等讲堂为必修课,共36学时,2学分。讲座内

容精彩纷呈,覆盖多个学科和专业。

二、典型案例

(一)老校长的开堂第一讲

同济高等讲堂的第一场讲座由同济大学的老

校长裴钢院士开讲。能容纳3000人的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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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同济高等讲堂校级讲座主题

思想政治素养类 学术素养类 职业素养类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政治认同

4.理性精神与理想信念

5.法制道德

6.政治制度

7.时政解读

8.国际关系与外交

9.研究生价值需求及其实现

10.公共参与

11.其他

1.学术规范与伦理

2.科学思维与科研逻辑

3.科研创新能力

4.跨学科学术研究

5.论文选题与设计

6.论文写作与发表

7.科研体系、教育体制

8.学术成果评价

9.学者学术成长经历

10.学术前沿

11.其他

1.创新创业

2.职业精神、职业伦理

3.领导力与管理能力

4.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

5.心理素养

6.人文艺术

7.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8.研究生学术与职业发展规划

9.中国传统文化

10.当代中国建设热点

11.其他

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同济大学是一所理工科色

彩浓郁,建筑、土木、交通等诸多学科均具特色的

高校,在针对科研思维与科研逻辑这一主题的讲

座中,老校长由学校历史引出话题,在详述学校发

展历程的过程中,将同济人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

任的“脊梁”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学生。在科技发展

日新月异的今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学科、新

技术、新行业相继出现,老校长勉励听讲学生刻苦

学习,打好坚实的科研基础,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

优秀人才,以便将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

会。老校长还结合自身经历,从抓住机遇、志存高

远、锻造魂魄和追求卓越四个方面,针对如何提升

个人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的体会。围绕科研的选题、科研价值的评价、学科

的交叉融合,老校长告诫学生,在面临科研困境

时,不能退缩、不要逃避,不可轻易换课题,而是要

竭尽所能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学生争相提问,现场气

氛活跃。针对学生提出的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

力的问题,裴院士回答:“那就多提问,多问为什

么,一直问到导师答不出。”有学生在学习心得

中写道:“校长的讲座语言幽默、内涵丰富、启发

性强,引导我们去思考许多之前从未想过的问

题,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科学思维方式,令人受

益匪浅。”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来 自 芬 兰 的 世 界 知 名 毒 理 学 家 Kai

Savolainen教授为学生做了题为“Considerations

ofuniversitystudies,learningandplanningof

scientificcareer”(研究生阶段学习及科研规划思

考)的报告。Savolainen教授认为,研究生阶段不

同于本科阶段,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

有个性的学习目标及科研规划,高效率地摄取知

识并提高自己的能力,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

础。对于科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Savolainen教

授给出三点建议:一是要了解自己,对自己的长

处、短处、个性、特点、爱好等有较清晰的认识,对

自己的发展有明确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

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计划;二是要有好奇心和耐心,

利用好奇心带来的动力进行科学研究,遇到困难

时懂得坚持;三是学会与他人合作,通过与同行交

流合作,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Savolainen教授的视角独特新颖,给学生很

大的启发,起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

尽管全英文报告学生听起来有难度,但他们的参

与度仍然很高,会场气氛也很热烈。

(三)工程师的职业精神

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教授以一个“工程师之

戒”的例子开始,为学生做了关于工程师的职业精

神的报告。加拿大魁北克大桥曾因设计问题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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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塌,这两次事故造成了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成为工程界的耻辱。为警醒后人,加拿大的多所

理工学院联合起来,将大桥的废墟钢材铸成戒指

发放给每一位工科毕业生,以此告诫学生要有担

当、有责任感、有职业精神。讲完该案例后,叶教

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工程师的职业精神

实质上就是敬业、专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他

还以远古治水的大禹、近代导弹之父钱学森、桥梁

设计泰斗李国豪、水电专家潘家铮与张光斗院士

等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的杰出工程师代表为

例,说明他们身上展现出的优秀品质和奉献精神

就是工程师的职业精神,并号召同学们向这些榜

样学习。

做报告时,叶教授声音嘶哑,眼睛里布满血

丝。当同学们看到报告厅里的屏幕上出现金沙江

堰塞湖抢险的画面时,才知道眼前这位报告人3
天前曾奋战在抢险现场。因此,当叶教授说出“能

活着在这里给大家做报告实在是一种荣幸”时,现

场学生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在学生看来,叶教授

不仅仅是一位政府官员,更是一位扎根一线的优

秀工程师。有同学在听完报告后写道:“叶部长的

报告给了我一次心灵上的洗礼,让我明白工程师

是设计者、建设者、创新者,更是责任的承担者和

义务的履行者。同济大学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

我应该好好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一名

合格的工程师,报效国家,回馈母校”。

三、教学效果分析

从本质上来说,同济高等讲堂也是学术讲座。

但它和以往的学术讲座在形式和方法上有诸多不

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现了优质资源全校共享

同济高等讲堂由研究生院牵头、各学院协办,

是校级和院级层面的学术讲坛。讲座专家虽由学

院邀请,但学校在宣传、资金、后勤接待、场地安排

等方面给予了全面支持,因此各学院热情很高,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邀请本领域的国内外顶级学者专

家,这无形中就提升了讲座的水平、层次、规模和

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同济高等讲堂的开设改变

了原先以学院为主体举办的学术讲座受众面较窄

的状况,使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受益,达到了优质

资源全校共享的目的。

(二)促进了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同济高等讲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跨学科、

跨专业学习和交流的平台。通过聆听来自不同

学科、不同专业、不同研究领域学者和专家的报

告,学生可以了解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前沿

发展动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学习其他专业的

知识。校级讲座主要围绕科学研究的基本思

维、方法、逻辑及选题、学科发展热点问题等内

容展开,具有明显的大学科特征。通过聆听讲

座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科学问题的解读和分析,

学生可以学习其他学科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

并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中。每场讲座设有20~

30分钟的互动环节,来自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

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与专家和现场学生进

行跨学科、跨专业的面对面交流,提出不同的观

点和看法,促进知识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专家

通过答疑解惑,启迪学生的思维和灵感,拓展学

生的科研思路,这在以往的讲座中是不多见的。

(三)使学生真正受益

原来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中也有讲座修读环

节,但多为校级公共讲座或者院级专业学术讲座,

讲座的安排也缺乏整体规划,且存在较大的随意

性。学生参加讲座是为了获取学分,因此,听讲过

程中学生“身在课堂,心在球场”的现象普遍存在,

个别学生甚至签到后就离开,这就导致讲座效果

不佳。而同济高等讲堂包含校、院两级讲座,校级

讲座的内容、时间、地点及专家信息等在开学前就

会公布在网上,方便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

计划进行预约。学生在参加讲座前,还可以做些

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如查阅相关资料,准备1~

2个话题用于交流互动。同济高等讲堂是学校为

2018级及之后的研究生开设的必修环节,但参加

讲座的高年级研究生也不少,甚至有不少即将毕

业的博士研究生也会来参加。这些学生其实早已

修满了课程学分,他们来参加讲座是希望从中摄

取营养,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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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同济高等讲堂得到了学校职能部门和各学院

的大力支持,目前已成功举办校级讲座150余场。

期间,我们在四平校区和嘉定校区分别召开了座

谈会,听取师生对同济高等讲堂的意见和建议。

反馈结果表明,这项工作得到了师生的高度认可,

大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包括:报告题材类别不均

衡,人文艺术类的讲座偏少;讲座安排公布后还会

出现临时变动,给大家带来了不便;报名和签到系

统存在不足之处等。另外,针对目前讲座数量多

而管理人员少及操作有一定难度的情况,有人建

议将管理权力下放至学院,实施二级管理。针对

上述问题,我们在后续建设过程中会不断改进、不

断完善。 (文字编辑:孙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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