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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学校精英教育对我国高等教
——以巴黎高师为例’

每 毫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 10034)

【摘要】 大学校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信誉，是高水平教育机构，实行“精英教育”。我国号称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

教育，但是违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顶尖级“头脑”少之又少。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所法国大学校中的一个“精英大学”，每年

的招生规模只有200人左右，但是，迄今它已经培养出10位诺贝尔奖和7住数学菲尔兹奖得主，以及许许多多政治、思想、文

化界“精英”。这种数量和质量的极大反差，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反思。

本文以巴黎高师为例，通过对法国大学校的特点的考察，以及对其社会作用的分析，旨在探讨大学校为什么和怎样变成

为培养少数社会精英的，并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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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校精英教育的特点

法国的大学校是独立于大学之外并与之平行发展的法

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专业学校和专业化机构的总称，法语称

为“LesGrandesEooles”。从早期的大学校产生至今已有二百

余年，它在法国内外享有较高声望，构成法国高教体系中最

有名望的尖子部分。大学校类型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工程师

学校，农艺类学校，高等师范类学校；商业、法律和行政、经

济、艺术等类学校。巴黎高师就是大学校之一，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其特点如下：

(一)坚持严进严出的制度

巴黎高师对入学学生的严格筛选。法pI●r高中生只要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法律即保证其可以直接进入大学进行学

习。而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要进入大学校(巴黎高师)，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必须经过专门考试先入预备班。能进人

大学校预备班的也是学生中的佼佼者。预备班一般实行二

年制，在预备班进行两年学习后，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大学校

会考。校会考是一场严格而艰巨的考试，竞试在每年5—7

月进行．通常须用两周时间。第一周为笔试，第二周为面试

或实践性环节的考核．还有体育测验。通过了大学校会考的

学生，将按其成绩排名顺序录取。

法国每年有约80万高中毕业生，其中只有约1．1万人

能进人大学校预备班即预备班招生人数只为当年高中毕业

生的1．5％左右。而巴黎高师竞试淘汰率又达80％以上，每

年经全国性入学考试从大学预科班录取文、理科学生各约50

名。入学考试难度居全国各大学校之首。巴黎高师差不多是

世界著名大学罩规模最小的高校，由于每年只招收200来名

学生，而报名的却有几万人，因此入学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有

资格进入巴黎高师的学生成绩必须是相当优秀的。

由此可见招生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这充分保证了生源

的质量。

(二)独具特色的教学

高师的教学特色有三个方面。

1．鼓励文理渗透，让理科学生得到人文学科的熏陶，辅

以坚实的外语根底，文科学生也接受相应的理科培养，扩大

知识面，开拓思维空间及分析模式。

2．特别重视外语教学，使学生能够在特殊学科中掌握相

应的语言工具。除英语外，高师开设了德语、意大利语、西班

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汉语、俄语、捷克语、希伯莱语甚至波

斯语。文科图书馆是各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实验室，它自然也

对理科学生开放。

3．推崇知识自由，高师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学计划与大

纲，根据学生的的特点及新学科的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巴黎高师非常关注新学科的培植，往往前沿科学研究领域一

旦出现，就能够很快在巴黎高师发展成一个新学科。由于学

生少，有大量的接触最杰出研究人员、参与最前沿科学研究

的机会。高师学生每年有上百个专题研讨会、专题讲座和学

术讨论会，文理学生交叉举行：文理主题相互补充，有力地促

进了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巴黎高师通过学科交叉培

养综合素质人才的方法非常感兴趣，他说：“学科交叉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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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索质创新倒人才的承臻基础，也是产昝高水平原创性科研

成果的霞爱途径．巴黎高师的办法，为中国高枚歼启了～条

崭新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三)极富创造性的学生培养体系。

大学校注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在校生的高质骷、全

方位教育。大学校的堵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全面业务能力、

较强组织和管理能力。并熟悉企业项目运作模式的工程项目

组织者和管理者。在进入大学校时．由于在预备班的学习，

学生已在基础理论知识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功底。进入大学

校后的三年，对学生的培养分三个不问阶段：第一年，进行宽

U径的专业基础知识方面的教育，巩固预科所学知识，为深

化々业打下基础。第二学年的课程主要有专业课．实习课和

实验课，同时还要到企业实习；第三学年学生主要写毕业论

文和实习，学生需将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具体项

目。实际上，多数学生第三年的主体工作是在学校之外完成

的。大学校还特别注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培养学生

的分析能力、创造精神，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适应环

境变化的能力。

在法兰西学院和法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巴黎高师毕业生

分别占1／4和2／5。高师为学生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Agr69ation)，同时也为校外报考教师资格的考佳提供培训。

学校的最初目标足培养师资．但现在已经扩大了学校的功

能．使学生的出路更加多样化：既培养师资，又培养研究性人

才．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又为产业服务。·

(四)优良的师资和一流的教学、科研条件。

大学校的教师从全国的应聘者中择优习乏取，保证了教师

队伍的高质馈。巴黎高师的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兴

趣和方向；H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单独的导师，对三至四年的

学习和研究进行追踪、指导。

巴黎高师200年来形成了为学生成长创造有利条件的

良好氛围，如师有大量先进的研究设备，并且更新很快。而

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为巴黎高师建没不M的学科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为’#科的发展提供了不尽的滋养。巴黎岛师

与嗣际计算机网络连接的计算机设备可供学生自由使用。

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不但可以自由阅读，还可以一次借阅

加本，借期U丁长达l学年；如果有4个以上的学生向学校提

出恩学习1『1新课程．学校救学部门便会马Eft!织落实。

=、法国大学校的精英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启示

法国独具特色的大学校的柄英教育对我们目前面临的

情况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大众

化与精英教育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F发展精

英教育的必要性精诞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

重要!

(一)健全和严执各项制度，贯彻竞争和公正精神

富有特色的招考、教学和就业制度，是法图大学校毕业

生质垃}过硬、创出名牌的蘑=簦原因之一。在这种制度F．学

生具有高度主动的学习积擞性，而大学校用以刺激和维持这

种羊j{极性的D14是竞争和公正．我团的高教体系似乎对此认

识也颇深刻，但由于种种蟓因，各项制度不健全H执行力『堑

不够。托关系走后门，考试作弊风日盛使生源质址及在校生

的学习质鲢难以得到赶实检测和保证。就业制度和毕业生

成绩优劣的脱节．也导致r学生学习兴趣不大，“60分万岁”

等，这些问题的存在A接影响学校的教育质世和社会声誉。

迫切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健全和严格执行各项制度，从行动

上而不是承诺上体现竞争和公正的精神。

(二)理论教学与实际训练相结合的教学制度

在课程设置上，大学校理论教学与实际训练相结合的教

学制度。然而．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教学环节尤显薄弱。

这主要是由于学校中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不够合理，实践

课的比重偏低；仪器设备条件较差，学生生产实习和毕业实

习困难较多；以及师生中～定程度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

重设计、轻工艺等思想等，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很多毕业

生动手能力差，“跟高手低”，“讲起来一大套，做起来不见

效”，知识面过窄，技术经济观念差，外语、文字水平不高，在

经济发展中缺乏必要的竞争能力。科技的迅猛发展和职业

的不断变换要求现代工科生不仅要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广博

的知识面，而且还要有很强的操作能力、创造能力和适应能

力。故改革工科院校的教学制度，加强实践训练已是刻不容

缓。

所以，我国在开展精英教育的学校课程设置方面，课程

设置应尽量向学生以后所从事的职业倾斜．根据社会的发展

变化适时开设新课并更新教学内容；也要像巴黎高师那样

给学生充分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把学生到企业实习、获得

实际1：作经验纳人正常的教学计划；实行“通才+专才”的

教育模式，实践与理论并重，注重强化对学生实际能力、科研

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学校的一切教学和科研活动要

紧螺【翻绕着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专业人才的目标来组织和实

施。

(三)奉行“服务社会”的原则

在培养和管理体系方面．大学校奉行“服务社会”的原

则，为法固培养了大批适应发展的多方面需要的高级人才，

并将企业当作技术发展的信息源．与之长期合作。同时，大

学校也从企业方面获得了物力、财力支持，有效地促进了自

身的发展。法国“大学校”的办学模式值得我们借鉴：目前，

我l司虽然也有不少部属：[科院校培养自己专业范围的高级

应jf|技术人才和科研人员，但由于高校课程和专业设置与社

会发展需要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的“质差”，使工科院校的毕业

生难以满足社会需要。同时．有砦高校在办学思想上有偏

差，评估办学水平不以毕业生对社会发展需要的满足度作为

指抓体系，而以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多少为衡鲢标准。结果

足，扛产第一线缺乏优秀人才，工业化搞不上去．工科院校服

务生产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我们要加强校企联系，双方共同

合作．互利瓦惠，米解决工科毕业生不能有效服务企业、双方

协调不力等诸多问题。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家进人课堂，让

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企业实习。

(四)提倡高等教育分层，实现大众与精英兼顾发展

桶焚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也应该包含一定数城的精英教育，J】：li者

朝着不I川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我闰日莉刚刚进入大众化

阶段的情况下．则里需要大众与精荧兼顾(下转让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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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培养创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提升创、世心理索质，

提高解决问题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以及研究

和完成项目的能力，要具备必要的创业知识，要学会创业的

本领，要敢于创业和善于创业，最好要先经历过实践的磨练，

先利用业余时间创立一些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的实体，提

高自立自强的创业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通过实践增YJug'l

业体验，熟悉社会环境，学会社会交往。同时，要学会对创业

的科学决策，要深思熟虑，该想到的困难要想到，做到心中有

数，回避准备不足，以克服创业的随意性。

4．企业经营要规范

对于大学生创业企业来说，规模通常不大，在创立初期，

一定要规范经营、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创办人必须建立完善

的制度章程，并严格按制度和章程行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即使是创业起步阶段．也要制定企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应

从长远考虑。同时，要认真学习与创业相关的法律内容，避

免在风险和利益同时存在的情况下，采取赌博心态，投机取

巧和冒险行为代替理性的法律思考，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

失。只有懂法、守法，并依据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

确保大学生们的创业行为稳健与长久，使得创业企业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健康发展。

5．规模扩大要稳步

当大学生额创企业顺利渡过创业阶段并生存下来后，在

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自身成长需要的双重作用下，要通过。

扩张壮大，来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提升企业价值，这d三足大学

生创业仑业持续健康成长必然的发展方向。但在大学生创

业企业成长实践中，创业企业刚刚有起色．初尝甜头后就急

于求成．想更快的收回成本创造盈利，急于企业规模扩张、经

营领域扩张、项目扩张．这种盲目扩张很可能造成企业不能

与自身能力、市场需求相协调，使得刚进人成长期的企业在

短暂的高速扩张后就很快陷入困境，成为“流星式”的企

业。p，因此盲目扩张是极其危险的，稍不注意就可能血本无

归，有计划稳步扩张才是创业企业有序发展之路。

总之，大学生创业需要大胆、审慎的决策．科学、规范的

运作，准确、及时的预防风险，以期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能力，

开拓进取，取得创业的稳步成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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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志辉．大学生创业准备教育研究[D]．东北师范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05

[3]陈高林．成长期民营中小企业扩张战略研究[J]．四

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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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39页)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等教育进入社

会中心而世俗化，但决不意味着高等教育非学术化甚至平庸

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分层次

的，个人本身的发展是分层次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应该是

分层次的，各个不同层次的高校发挥的作用不同，但都统一

于国家社会发展的整体之中，都为其服务。因此，要解决大

众和精英之间的矛盾，使两者和谐发展，高等教育应该进行

层次分工，就是不同条件和层次的高校分别承担不同的培养

任务。

各类学校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研究

型大学．或者说国家和地方重点大学，它们具有比较齐全的

学科门类．较强的科研能力，较高水平的学科．有优秀的师资

队伍和良好的生源以及相对充足的办学经费和在陶际交流

方面的优势等特点。在实行办学的过程中，重点应放在培养

创新人才上，放在研究开发创新成果上，应该定位于实施精

英教育，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应明确提出“将研究放在第

一位”和“永远培养精英人才的目标”。具有研究生教育的

一般本科院校，也就是一些教学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教学型大

学，这些学校有着比较好的办学基础，也有自己的优势学科

和办学特色．所以这类学校在研究生教育层次可以体现柄英

教育水平，而一般本科教育丰要应面向大众化的需要进行扩

张。专科层次学校，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发展目

标不应攀高．应定位于大众化而大发展。这类学校学制短。

投入需求相对少，培养lj标适应性强，容易保证办学质缝．容

易与高等教育的大众需求商接相适应。高等教育只有在良

好分工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大众与精英的兼顾协调发

展，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

总之，法国大学校的精英教育对我围正确处理精英与大

众的关系有着非常强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有益

经验为我所用，在大众化背景下积极发展精英教育，为社会

的发展的需要堵养各层次的人才。实现高等教育大众与精英

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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