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野 ·域外教学 

练掌握)，这都是今年高考的必考内容。书上所配的练习多 

数都是近几年的高考题，要逐条对照答案，细细品读，弄清 

出题思路和答题方法。同时，要回顾近几年来高考中出现 

的典型例题，并反复体会答题思路，琢磨答题技巧，明确答 

题的书写要求。与此同时，可选择一些难度适中、质量较好 

的模拟试题，特别是近三年的辽宁高考题，用高考规定的时 

间去完成，在做题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注意两个问题：即 

审题和时间的掌控，注意理综卷的答题时间的分配，笔者建 

议按理、化、生的顺序，保证6：5：4时间分配比例，对于自己的 

优势学科可以适当的做些调整，但切不可超时过多。对于 

可能的超时问题，要敢于舍弃，主攻下一科的基本试题，通 

过整体的、大面积的得分，来补偿个别学科难题的损失。考 

场上，审题的错误是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致命伤，要加强审题 

能力的训练，归纳和剖析常见的审题错误，并适时地进行诊 

断性的练习，通过做题找到自己的薄弱环节，然后有针对性 

的加以复习强化。另外 ，高考题量是固定的，在平时的训练 

中就要学会取舍。有些本来就比较难的练习，要坚决舍弃， 

不可因小失大浪费本就很宝贵的时间! 

四、专项强化，向选择无错进军 

要注重对选择题的训练。化学选择题的分值较高，七道 

题共42分，平时练习一定要注重这部分习题的训练。如果 

某道题选错 ，表明至少两个知识点 出了问题 ，(错一道题 ，相 

当于至少两个选项出错)就需要认真分析是知识点的问题 

还是解题技巧的问题 ，如果是知识点的问题 ，就需要立即加 

以解决，决不可拖到第二天。由于选择题覆盖面较宽，选择 

题的训练就显得更为重要，从提高得分率上也显得更快 

捷。其实，这部分内容不是拉分题，而是必得的基本分，所 

以，在这部分内容下大气力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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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9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 

张 瑾 

摘 要 ：19世纪德国大学的迅速发展，使学术界对英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产 

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标志之一是伦敦大学等城市大学 

的兴起和发展，之二是牛津和剑桥引入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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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春天 ，在巴黎举行的国际 

博览会上颁发的90个奖项中，英国只 

获得了10个奖项，所有的欧洲竞争对 

手中，德国是最具实力的。从 19世纪 

3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德国 

大学的基本特点，即高度的本地自豪感 

加强了他们的高度紧张感。到 1870 

年，德国18000名学生中约有2000名学 

生学习科学和技术，而英国在3O年后 

才达到与此相当的数字。所以，当时有 

学者说 ：“法国大学没有 自由，英国大学 

没有科学，但德国大学两者皆有。”相比 

今天而言，英国19世纪的学校和大学 

之间的分别还不太明确。一些未来的 

科学家有的在大学，有的仍然在学校， 

特别是苏格兰大学，学生年龄范围从 

14到2O岁不等。苏格兰大学相比牛津 

或剑桥提供更广泛的课程，尤其在医药 

和实践训练方面更好。这些都表明英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已经趋于落后。 

l9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出现新 

的大学和学院，但他们的学生人数增长 

缓慢。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虽然在 

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科技 

教育的发展却非常缓慢，高等科技教育 

几乎是一片空 白。19世纪下半叶，英 

国的高等科技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标志之一是伦敦大学等城市大学的 

兴起和发展 ，之二是牛津和剑桥引入科 

技教育。 

英国高等科技教育的真正兴起，应 

该是l9世纪城市学院和大学的出现。 

这些学校出现在 l9世纪50年代后，并 

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德国多 

科技术学院模式的影响。城市学院是 

各地方筹办，针对地方生产发展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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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楠  万方数据



需要设置专业科 目，培养地方所需要的 

各种人才。这些学校早期的一些教授 

大多在德国受过教育，他们将德国大学 

注重研究的风气带到城市学院中。城 

市学院和城市大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 

英国高等教育的面貌，而且对牛津大学 

和剑桥大学在科技教育方面构成了压 

力，最终使得科技教育堂而皇之地进入 

了牛津和剑桥大学。 

以伦敦大学的创建为开端的新大 

学运动，彻底打破了牛津和剑桥独霸高 

等教育的局面。新大学的出现，不仅在 

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上向牛津、剑桥提 

出了挑战，也使得高等教育的管理出现 

了新的特色。1826年创立的伦敦大学 

与传统大学相比，不仅取消了传统大学 

中的神学系，代之以理学系和工学系， 

而且在各系引入大量近代新型课程，从 

而揭开 了英 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的序 

幕。在新型的理学和工学系中，更是开 

设了大量有关近代 自然学科和技术工 

科方面的课程，反映了伦敦大学面向社 

会培养专业实用人才的特征。伦敦大 

学的建立，标志着科学革命最终开始进 

入英国高等教育之中。伦敦大学的建 

立和发展，改变了以往大学教育的单一 

结构和职能，为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完 

善奠定了基础。城市大学的兴起和推 

广运动，则标志着英国近代高等教育体 

系的完全确立，使得该体系更加复杂、 

完善。英国传统大学逐渐取消了种种 

宗教方面的限制，打破故步自封的局 

面，开始面向世俗阶层，接受科学革命 

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l9世纪初，一大批评论家对牛津 、 

剑桥大学的教育发起了观点激进的批 

评，从而形成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实质 

上是办学目的和方向的斗争，争论的焦 

点是大学是为教会和统治者培养接班 

人，还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是 

被少数人垄断，还是面向广大群众开 

放。1831年 ，剑桥掀起 了一场辩论高 

潮。剑桥的威廉 ·惠威尔竭力主张突出 

数学，他强调数学在形成精确推理中的 

价值。他的观点遭到了主张突出哲学 

的苏格兰学者威廉·汉弥尔顿的尖锐批 

驳，汉弥尔顿指出：片面强调数学 ，就间 

接地削弱了其他学科。实际上，在高等 

教育的改革中，一直贯穿着维护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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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教育与提倡科学的功利主义 

教育的激烈论争。到19世纪中叶，英 

国老一辈科学家和数学家提出了自己 

的想法，他们认为剑桥大学的数学传统 

没有对发展实验者的训练起到作用，当 

学生想学习实验技术时，却只能在剑桥 

找到一个定性的化学分析，这些前辈对 

剑桥本科生实验工作价值的怀疑具有 

普遍性。 

对传统大学的批评引起了英国政 

府的重视。1850年英国成立了皇家委 

员会，对牛津和剑桥进行了视察。1852 

年提出报告，对两校作了比较和分析， 

尤其对牛津大学的批评，对两校的改革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牛津和剑桥分别 

于1854年和1856年通过了关于改革管 

理和经费支出的 “大学法案”，废除了 

入学考试和学士级的考试。这样实际 

上为大量的非国教人士、持不同政见者 

敞开了学校大门，开放了大学研究员职 

位，从而促进了科学人才的发展。l9 

世纪5O年代后期，牛津、剑桥的改革影 

响到其他旧式大学，在不断高涨的公众 

压力之下，他们多少也做了改革。不 

过，由于竞争、追求效率，他们的改革包 

括牛津、剑桥都有些变形，实际上加速 

了大学和中学考试中的严格标准的制 

订 。这又反复地引起不满 ，如在 1864 

年，《克拉伦登报告》中提到，“自然科学 
⋯ ⋯ 实际上从英国高层阶级的教育中 

被排除了。在这方面来说，教育对于我 

们，比3个世纪前更狭窄。”19世纪中 

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进行了一 

些内部的改革，但它们缓慢的改革步伐 

还是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在激烈的资 

本主义竞争中，人们越来越希望大学能 

为国家财富的增加直接做出贡献。 

1872～1875年发表的《皇家委员会关 

于科学教育和科学进步的报告》和 

1875年《德文希尔报告》中提出，需要 

更多的科学教育。其中1873年8月皇 

家委员会第三次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 

大学的报告，审查了科学方面的课程和 

考试，教学系统，大学技术与专业教育， 

大学内部各科研机构的关系以及大学 

对科学进步应该担负的职责。总的来 

说，皇家委员会认为大学的导师制应予 

以保留，但应补充新的大学教席。 

大陆教授制度从 1852年开始实 

施，但因为高校教师对大学考试控制的 

无效，教授有时无法吸引学生学习未经 

审查的课程。德文郡委员会的报告指 

出，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考试制度致使 

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培训没有明显的效 

果。更多的大学教席，是通过学院经费 

支持的，与补习津贴和退休金密切相 

关，这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进步。对于牛 

津大学，皇家委员会建议设立两个化学 

方面的席位，一个在数学物理学，一个 

在应用力学和工程，在生物学和医学设 

立5个新席位；皇家委员会还建议在大 

学的科学领域按照德国的博士学位体 

系进行改革，这些关于新的席位和学位 

的建议并没有完全满足“研究者们”。 

牛津、剑桥的首要任务是把科学引入各 

个学院。委员会建议设立自然科学奖 

学金。1871年，牛津大学净收入总额 

为300000英镑，其中91545英镑支付了 

奖学金。剑桥没有透露其总收入，但报 

告说学院奖学金费用为92820英镑，每 

人 200—300英镑 ，这些基金可能被转移 

到研究上。为了帮助年轻男子进入科 

学而“不为金钱焦虑”，因此委员会敦促 

大学创建奖学金中的高等和低等，并允 

许对研究晚辈有一定的偏向。但无论 

是这些机构或政府部门，都不能够满足 

研究人员的薪金和奖学金的需要。政 

府补助计划落后于科学青年男女的增 

长速度。1882～1884年《皇家委员会 

关于技术教育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 

自然科学、绘画、数学和现代语言应该 

取代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位置。 

1850年，英国共有约60所科技大 

学(不包括医学，但包括农业)，到1900 

年，超过400所。维持大学和学院研究 

的奖学金数 目也在增加 ，到 1914年在 

24个不同的机构有170个私人性质的 

科学奖学金(除牛津、剑桥以外)。这些 

给予了研究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基础。 

l9世纪上半叶，牛津大学和剑桥 

大学教育 的目的是使人进入传统的行 

业 (医药、法律和教会 )，生源主要是相 

当多的家境富裕的只为混个经验的年 

轻男子。这两所大学不同的是教育的 

主攻方向，牛津强调经典，剑桥强调数 

学。在剑桥，他们显示了数学方面的出 

众能力——引起年轻男性对物理科学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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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课 

程变化来看，从16至19世纪中期，剑桥 

大学理、工科等有关近代自然科学课程 

所占比例不足40％，更多的是为训练心 

智或思维的数学、神学、历史、语文等人 

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内容。l9世 

纪80年代起，医学系开始大量开设有 

关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不仅剑 

桥大学如此，另一所宗教气息更为浓厚 

的牛津大学也于1904年开设了工程、 

采矿、教育、探测和林学等课程。到 19 

世纪后期，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 

传统大学也像其他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一 样，逐步开设适应工商业发展的课 

程，如造船、化学工程、电子工程等。不 

仅如此，在德国研究型大学影响下，传 

统大学也开始从事物理学、生物学、细 

胞学 、免疫学 、遗传学等方面的科学研 

究。 

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其他改革还包 

括，1853年牛津大学设立了自然科学 

荣誉学院．剑桥大学在1849年增设自 

然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直到六七十 

年代后 ，在外部一系列压力下，两校增 

设了新的自然科学教授职位，设立了自 

然科学实验室，高等科技教育终于进入 

这两所古老的大学。牛津的克莱伦顿 

实验室，是英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它 

于 1872年建成 ，以捐助者克莱伦顿伯 

爵的名字命名。虽然物理学教授克利 

夫顿在任期间对研究没什么兴趣，但他 

却用获得的资金购置了大量的教学仪 

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 

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虽然卡文迪什 

实验室在前20年中发展缓慢，但在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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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森的领导下，该实验室成了物理学家 

的摇篮。19世纪末，剑桥大学还建立 

了科学奖学金制度，鼓励学者到卡文迪 

什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克莱伦顿实 

验室和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立，标志着 

传统大学进入了新纪元，它使科技教育 

真正进入了大学，并在科学研究方面对 

19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学院和大学发 

挥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加强了 

对科技教育的干预，这些干预包括建立 

科学艺术署推动科技教育，组织皇家委 

员会调查科技教育，颁布立法规范技术 

教育等。虽然这些干预措施极少涉及 

高等科技教育，但这一切都推动了高等 

科技教育的发展。19世纪末以来，英 

国财政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开始直接 

对包括牛津和剑桥大学在内的各种高 

等教育机构进行财政拨款，通过财政手 

段，直接影响传统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 

科学研究活动。1889年，英国政府首 

次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进行直接财政拨 

款，鼓励两所大学进行工学和医学方面 

的教育和科研。英国政府还通过立法 

来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1889年颁布 

了《技术教育法》，这是英国技术教育领 

域最早的一项法令，它规定地方当局有 

权征收技术教育税。从此，英国的技术 

教育开始走向正轨，90年代出现的技 

术学院和夜校与此法令有很大的关系。 

到 l9世纪中叶，科学开始有了新 

的机遇。特别是化学被认为有一定的 

商业价值。1845年，在伦敦市中心的 

皇家化学学院成立后，建立了一些化学 

实验室，化学的培训变得更容易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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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著名的化学家奥古斯特·霍夫曼被引 

进英国并负责这些事务，尽管财政状况 

依然不稳，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科学 

家。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走上化学道路 

(例如沃伦德拉鲁一开始参加学院，但 

后来成为天文摄影师)，但有许多学生 

确实在化学领域留下了名字。德国化 

学家的引进，也是英德之间早期的科技 

人力资源交流之一。 

1871年到 1885年间，英国著名博 

物学家赫胥黎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 

会秘书、会长；此外，他还参加了多个学 

术团体，从事学术活动和科学普及活 

动。在科学技术与教育的联姻上，赫胥 

黎的作用很大 。在赫胥黎的倡议下 ， 

1881年组建了科学师范学院，并以它 

为中心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 

院 ，这所学院 1890年发展成为皇家科 

学院。赫胥黎向伦敦大学提交了伦敦 

大学体制改革的计划书，建议伦敦大学 

设普通教育学院、职业教育学院和研究 

院，文科与理科结合，普通教育与职业 

教育结合，教学与研究结合等。这些具 

体建议，对英国大学的教育改革有深远 

的影响。 

综上可见，虽然英国爆发了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并产生了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 ，但是直到 

19世纪初期，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采 

取不干涉政策，加之传统大学势力强 

大，相对于法国而言，英国高等教育近 

代化的步伐是较为缓慢的。通过19世 

纪后半叶的改革，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 

才有了较大发展。 

(责任编辑：赵 静)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