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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理工学校

范玉芳+ 曹 群

摘要：本文介绍了巴黎理工学校的历史沿革、今日概况以及办学传统和特色。

关键词：巴黎理工学校 概况 办学传统

巴黎理工学校是法国享有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她的

校史与近现代的巴黎乃至整个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都紧

密相联，甚至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也是以她为模板建立起

来的。巴黎理工学校创办200余年来，培养了大批杰出人

才，其中不少人在科学、军事和工业界享有世界声誉。如

被称为现代数学重要奠基人之一的大数学家柯西，铀的放

射性的最先发现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贝克勒耳，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联军统帅福煦，与美国汽车大王福

特相抗衡的工业家和设计师雪铁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德

斯坦等等。

一、历史沿革

1792年法国大革命胜利，推翻了路易十六王朝。面队

国内外封建势力的反扑，新生的共和国痛感工程技术人才

的奇缺，决定在巴黎建立一所新的工程学校，既培养军工

急需的技术员同时又培养他们成为能从事精密科学研究

的人。这所学校于1794年成立，最初称为“公共工程中心

学校”，1795年改为“巴黎理工学校”，校舍选在塞纳河畔

的波旁宫，学制两年。

1805年拿破仑将理工学校改为军事院校，并迁往巴

黎的拉丁区。1814年面对俄军对巴黎的猛烈进攻，理工学

校的学生奋力抵抗，使“理工营”的声名传遍欧洲，为法

国挽回了荣誉。波旁王朝复辟后，理工生们公然底毁王室，

路易十八取消学校的军事编制，命令学生脱下军装。1830

年理工生参加了巴黎市民反对查理第十解散议会的起义，

那幅著名的油画“自由领导人民前进”中所描绘的身穿大

礼服的学生形象，便是对理工生在这一历史事件中领导作

用的反映。新国王路易一菲利浦恢复了学校的军营制度，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巴黎保卫战中理工生的血再次

凝入国土。一战中理工学校为法国培养出了四位元帅，二

百多名学生战死沙场，整个学校变成了一所医院。二战中

又有四百多名理工生为国捐躯。1970年理工学校再度改

为民用学校，但仍置于国防部监督之下。1972年开始招收

女生，1976年学校迁到巴黎市南部22公里的帕莱

梭。

在建校的二百多年间，理工学校虽然与国家一起多次

历经重大动荡和变革，但始终忠于建校之初的宗旨：为国

家培养优秀的军官和科学家。1804年拿破仑为理工学校

的题词：“为了祖国、科学和荣誉”成了不易的校训，刻在

每一届学生的心里，并成为法国人熟知的名言。

二、学校概况

(一)组织机构与环境设施

学校的最高权利机构是校理事会，由国防部和工业界

联合任命，成员包括来自公司、国家行政机关、其他大学、

校友会和学校师生的代表。理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由校

长领导，根据理事会制定的政策对学校进行管理。副校长

和部门领导分管学校的各项具体事务。

学校现有lo个系(生物、化学、计算机、数学、应用

数学、机械、物理、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语言)，1个

博士生院和23个实验室。

学校的年度预算为4．32亿美元，校园面积180万平

方米，其中2／3为开阔地，具有许多大型的户外体育活动

场所：足球场、橄榄球场、网球场、高尔夫球场、马术中

心以及一块可以练习划船和冲浪的湖泊。校内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分四个部分：教学区、科研区、保障区和学

生区。学校图书馆面积5000平方米，图书30万册、期刊

2500种，并藏有许多16世纪的珍贵图书。

(二)教员和学员

全校教师380名，来自全国各大研究中心、其他大学

以及企业界和高级行政部门，其中包括11名法国科学院

院士和候补院士，45名外籍教师。专职科研人员550名，

在全校的23个实验室中进行科学研究和指导工作。从创

建之初，学校的体育和娱乐活动的指导便由军事人员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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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负责学校服务和行政管理的人员约1000名。

学校在招生时进行入学考试，应试者通常在中学毕业

后先进入专门的预科学校学习2～3年，然后再参加全国

的竞争性入学考试。考试持续数周，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科目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法语、工程制图

和一门外语，此外应试者还需通过身体健康测试。

学员在校期间受国防部资助，为现役军官，但毕业后

不必服兵役。除政府部门外，毕业生大部分进入企业界。学

校现有本科学员近900名，女生比例为15％，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33 O_名。学校还招收外国留学生，只进行口试，科

目包括数学、物理和法语。目前在校学生达2，500

名。

(三)学制和课程

巴黎理工学校的学制最初是2年，后来改为3年，从

2000年起，学校启动了新的教学计划，学制改为4年。下

表是理工学校的学位制度与中国大学学位制度的类比对

照。

表1巴黎理工学校与中国大学的学位制度对照

巴黎理工学校 在校时间 中国的大学

第9年

第8年
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

第7年

(理工学校的第4年)

第6年(理工学校的第3年)
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 第5年(理工学校的第2年)

第4年(理工学校的第1年)

第3年
预科学校 学士学位

第2年

中学毕业资格 第1年

新的教学计划如表2所示，将四年教育分为两个阶

段：前两年的基础教育和后两年的专业教育。第一个阶段

的前半期是军训和领导能力训练。后半期是科学训练，首

先学习一个学期的核心课程，然后在数学、物理、化学、机

械、生物、应用数学、经济、计算机科学等八个学科领域

选择6个领域进行多学科综合学习(分为主课和辅课)。这

一阶段除了自然科学的课程以外，学生还需要学习人文和

社会科学的课程、两门外语课和体育。

后两年的专业教育也就是研究生教育。第3学年的第

一个学期学生要从以下几个领域选择一个专业进行学习：

计算机科学、物理、机械、生物、化学、数学、应用数学。

第二学期再从以下领域选择一个应用性更强的专业进行

学习：经济学、数学、环境科学、电子科学与系统、工程

和科学计算、地球科学、物理学及应用、计算机科学、生

物工程。第3学年最后的三个月做课题研究，写出论文并

进行答辩，通过者获得硕士学位。第4学年则长达12～16

个月，学习博士课程，并在法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公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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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进行工业课题研究和训练。

表2巴黎理工学校2000年教学计划

7月～11月

工业课题
傩～肄肖辑

9月～6月研究

生专业学习

假期

4月～7月
专业教育

研究课题
第3学年

10月～3月

专业学习

9月实习

假期

第2学年 9月～7月多科教育

(从8个学科领域选6个)

假期
基础教育

5月～7月

第1学年 核心课程

9月～4月领导

能力训练

三、办学传统和特色

(一)重视宽广深厚的基础理论教学

学校的创始人将校名定为“Polytechnique”，便是想教

授各种技术通用的“技术”，也就是数学、物理、化学和建

筑的基本原理。最初的课程设置，四门主课：数学分析和

力学、画法几何学、物理学、化学，都排在上午，辅课：绘

图、建筑、外语和各种讲座，都排在晚上，给学生留下大

量自由支配的时间。

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的膨胀，教学内容不断有所增

加，但是理工学校始终坚持少而精和多科综合的原则。数

学和物理学尤其受重视，旨在通过这方面精密严格的训练

来培养学生的理智和抽象推理能力，为接触其它科学奠定

基础。而多科性一词在理工学校逐渐由“Polytechnique”过

渡到“pluriscientific”，则是更加强调学科间的联系，培养

学生对不同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在当今法国乃至整个欧

洲的许多大型高科技项目，如阿利亚那火箭发射器、空中

客车系列飞机、全球时速最高的火车TVG等的研制中理

工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正是学校重视基础的教育的

结果。

(二)注重学生领导才能的培养

由于在建校之初学校便担当起了培养军官的责任，对

于学生领导才能的培养历来都是教育的重点。在3年学制

时期，第一年用于军训，其中主要是领导才能的锻炼。2000

年开始改为4年学制后，入学的前两个月首先进行军训，

训练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团队管理能力。接下来的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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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4的学生被分到部队任职，1／4的学生分到政府部门

任职，在实践中进行领导能力的锻炼。

除了专门的课程训练外，学生锻炼领导才能的另一个

重要途径就是参加各种学生团体和组织。学校有一个称为

“Kes”的学生自治组织，其成员每年都要进行为期数周的

任职竞选，当选者负责组织全校性的各种学生娱乐活动。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类俱乐部，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和管

理。

这样的教育结果是学校的毕业生在法国的各种行业

和机构里都担当起了领导职务。法国效益最好、影响最大

的前15家企业中有9家公司的总裁是学校的毕业生。此

外，在法国最著名的学术组织中，如CEA、CNES、帕斯

德研究所等，以及政府部门和机构中，理工生也占据着重

要职位。

(三)注意发挥校友的示范和团结作用

从拿破仑时代起，理工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便有一种默

契感，理工生自成一种派头，相互一认便知，自然而然地

抱成一团。这源于学校代代相传的习惯，更是学校利用老

校友现身说法、立传示范的结果。理工学校的学生注册簿

从创校第一期起保持不断的长编，校史馆里陈列着各个时

期的纪念物，荣誉厅里树立着为国建勋的校友题名碑和艺

术雕像，一年一度在巴黎歌剧院举行校友舞会，使新生置

身于象征母校光荣的楷模中间。通过这些环境浸染和暗

示，新老学生相濡相染，便形成了理工学校独立而统一的

气质。

如今理工学校的校友会成员已达1．8万人，他们在学

校的理事会里有代表名额，帮助制定学校的方针政策，确

保学校的学术水平；向学校图书馆捐赠图书和期刊；设立

基金或奖学金资助学生活动。对外则努力扩大学校的国际

知名度，在学校与政府、媒体和企业各界建立联系，在不

同阶层的毕业生间建立联系、形成团结。可以说，理工生

能一代代跻身于法国的精英集团，与校友间的相互提携和

扶助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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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8页) 发性的问题，其中包括：提问要适量，不仅问题要新颖，而

思考。这个阶段允许学员之间进行讨论，然后听取学员回 且提问的总量和频率分配都要恰当，符合学员的心理活动

答。 要求与特点。如果提问频率太高，总是问答，就难免引起

第四个环节是解释。由教员总结出正确答案，分析不 厌问、拒问、乱答，带来心理不相容，产生负效应。其次，

同答案的思路。不仅要论证或解释某种或某几种答案为什 教员的解释对于学员深化认识和理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么是正确的，还要分析引出错误答案的错误思路。其中有 用，不要以为提出了问题和学员已经作答就万事大吉了，

些解释要根据课堂讨论的情况临场发挥，有些解释是可以 教员解释的水平关系到问题教学的水平，课堂提问艺术也

事先准备好并形成文字，用实物投影或多媒体展示的。 包括解释的艺术。解释要因势利导，不仅要充分肯定学员

讲授“质量互变规律”一节时，用投影仪提了5个问 所提出的正确答案，而且要充分肯定学员的积极思考和有

题：①平时人们所说的“产品质量”中的“质量”是指事 价值的探索，切忌在解释中含有指责、批评和挑剔的成份，

物的质还是量?②数学是否纯粹研究量?③中国现在的社 对学员的回答也不应求全责备；解释要有针对性，即要有

会主义有无量的规定性?④解放前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的放矢，针对学员思想上的困惑和疑难之处，抓住要领，讲

是不是质变?⑤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是不是质变? 到点子上，并且讲出层次性；解释的启发性表现在，不仅

学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在这些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和 要说出答案，而且要说出寻求答案的方法，说出使人容易

争论，课堂气氛很热烈，为教员的深入阐述创造了很好的 误入歧途的思路，引起对于答不出来或为什么答错的深入

氛围。这时学员的思维处于寻根究底的积极探索状态，是 反思，促使学员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解释还要有

在思考过程中接受、达到理解的。当好些学员对第一个问 机智性，即应表现出智慧、机智、学识，语言精炼、幽默，

题争论不休，一部分人认为“产品质量”中的“质量”是 能激起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学员得到美的享受和无穷回

指量时，我们用投影又提出3个相关的问题：A．皮鞋的质 味。

量与皮鞋的存在有无直接同一性?质量好一点或差一点， 哲学教学采用多媒体，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种新的教学

还是不是皮鞋?B．皮鞋的质量是否可以用等级或数量来 手段，也不仅仅是简单地告别黑板和粉笔，它给课堂教学

表示?C．皮鞋质量的比较，是否要解决皮鞋是什么的问 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题?学员思考这三个问题之后，引起争论的疑难问题便迎 只有发挥创造性，创造性地运用多媒体，才能开创政治理

刃而锯了。 论课(包括哲学课)教学的新局面。

采用多媒体进行问题教学，自始至终都应注意加强启 (责任编辑：曾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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