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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卓越的创新 ※  

☞ 编者按：大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学习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经典，历久而弥新的命题。复旦

大学教务处徐雷处长对于怎样更好地提升能力和素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学习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经典，历久而弥新的命题。一般都会

认同：他们学的是知识、能力和素养。但怎样才能更好地提升能力和素养？则是现代大学

的长久追问。 

 

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校长亚当·福尔克认为，教育从根本上来讲是一次人为活动，其中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越直接越清晰越好。而美国教育家威廉·亚瑟·沃德有

一段名言，则为这种大学所独有的师生互动，提供了很好的注解。原文大意是：经师言教，

人师身教，良师开释，大师开悟。 

西南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二○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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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即使像复旦大学这样的高校，我们还没有做到普遍深入的“人

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动”，我们的培养模式仍然部分停留在“言教”和“开释”，我们少有

“身教”，更缺“开悟”。虽然做好“言教”和“开释”已属不易，但要实现高等教育创

新使命，后者则必然是一个时不我待的中国教育命题。 

 

2014年春天，复旦大学部分“莙政学者”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探访著名科学家李政

道博士。在场的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认为，“莙政项目”是李政道先生除了诺贝尔奖之

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秉承着启发本科生的创新精神，深度探索并引领高校本科生

应如何系统地参加学术研究与训练。 

 

但我们要不断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判断一个学生在科创中的卓越？学术参与规范

和兴趣维持之间如何平衡？论文的多寡与研究品质之间何以权衡？在“曦源—望道—莙政

—登辉”这一“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以下简称 FDUROP ）的拔尖人才培

养体系中，如何形成复旦大学对创新性人才的逐步提升的阶梯性？这是“莙政望道”项目

操作过程的关键。 

 

第一个层面 不以论文发表论英雄 

 

2013年，我参加“莙政学者”赴台交流回来后的答辩，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哲

学院国学班学生林振岳，他研究的是非常枯燥的课题，但绝对是个“终结者”——在为某

个学者做编年史。他当时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但他在答辩中表现出来的沉稳，以及沉浸在

研究中的满足状态，我们至今都记得清楚。 

 

林振岳参加的是“望道项目”，理论上没有机会参加“莙政项目”的活动，但教务处

特别推荐他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莙政项目”暑期赴台学术交流活动。他本科毕业后读了研

究生，拿到了研究生“大奖中的大奖”——相辉奖。 

 

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恽敬集》的编辑在获奖后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

感谢了两个人：一是这本古籍的主要整理者著名学者万陆先生，另一个就是林振岳。该编

辑来复旦大学查古籍资料时，碰巧是林振岳值班，但他显然不仅仅是个“搬书工”，他找

出了某个篇章不同年代的五个版本，以及三个校本，而有些版本在各图书馆网上目录均未

登记。 

 

正是由于他的史料收集，使《恽敬集》从原先的简单校点，变成汇校、汇评，学术价

值获得大幅度提升。如此这本原来与林振岳没有任何关系的书，最后署名为“万陆、谢珊

珊、林振岳标校，林振岳集评”。林振岳成为除万陆先生外最重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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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项目实施的 18 年里，有不少这样的“林振岳”，他们各有各的坚持兴趣的方

式和方法。一个人最终成功，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情商与智商，而是毅力。如果学生能从“莙

政”“望道”等项目中感悟到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快乐，愿意更投入地进行问题思考，

我们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才是李政道和秦惠莙夫妇设立项目的初衷。 

 

第二个层面 三年学徒生涯求规范 

 

我同样不知道有多少本科生，是经历过所谓的“三年学徒”生涯的。我遇到希望来我

的课题组里做研究的学生，通常会问：“你们是愿意自己做一个题目，还是跟研究生们一

起做？”他们的答案大都是希望自己做。这当然很好，但如何接触正规的学术训练？这是

本科生培养中遇到的危机。也就是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学术价值取向。虽然不排除不符合

现代规范的思考会有一些创新性的发现，但现代科学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家庭实验室阶段，

更多的是团队合作和更加严格的学术规范。 

 

本科学术很可能是大学生真正接触正规学术的第一步，第一步一定要走“正”。这和

发表论文的多与少构成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原创思考如果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可能会“不了了之”。同时，没有合理规范的学

术项目操作，最后也会为学生带来不好影响，他们会认为“学术就是这么回事”。学术诚

信是学术生涯的基石。 

 

复旦大学在推动学生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莙政望道”这一高层面的本科生

科创项目评审中，一旦发现不诚信现象，负责项目的办公室可以随时终止哪怕已经进入“终

期答辩”的项目。当然，我们在项目设计中采取了真正灵活创新的环节：学生出国留学，

项目可以带着走，什么时候完成了，什么时候回来答辩。不让刻板的制度“框死”研究兴

趣，引导学生有耐心地遵循学术规律和研究规范。 

 

第三个层面 “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约翰·霍普克拉夫谈到如何鉴别真才实学时说：“这很简单，

只要选三位相同专业方向的优秀科学家，问学生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如果听说过，那么第二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这

个人的？如果读过这个人的文章，那么第三个问题，这个人的论文有什么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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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可以看出，论文的多少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本科生做学术，要理解和遵循的是

“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这是超越“卓越”的内涵所在。 

 

除了本身的学术功力外，也需要“宣传自己”。比如，与国际的学术圈子互动，尤其

是在重要的国际专业会议上作一个精彩的报告，可能会获得很多“真知灼见”的反馈，而

这也是学术问题和科研进展获得承认的重要环节之一。 

 

最后，“超越卓越-回归创新”的项目坚持。前不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的韩福国老师参加完“莙政”“望道”项目的中期答辩后发现：大多数学生仅仅停留

在对文献和数据做出一个基本的梳理和解释，并未表现出对学术问题的钻研精神，以及对

学术问题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是未来‘莙政’‘望道’的发展及项目审批中需要思考的问

题。 

 

我们始终相信，一个人最终能达到的高度，与其品质追求相关。而品质的提升，来自

不断与大师以及志趣相投的优秀群体的交流互动，不断挑战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教育报》，2016 年 07月 11日，第 6版。） 

 

※ “学术大牛”是如何养成的 ※  

☞ 编者按：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他们却保持了一种异于大部分人的人生步调，或一门深入，

获取思想的深度；或勇敢冲锋，攀登科技的高峰。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他们却保持了一种异于大部分人的人生步调，或一门深入，获取思

想的深度；或勇敢冲锋，攀登科技的高峰——“学术大牛”是如何养成的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面带青涩的毕业生走在人生岔路口。其中大部分人在干完校长

们精心熬制的最后一碗“鸡汤”后，走向社会开始了人生的打拼。但也有一些人会选择继续

坚守“象牙塔”，立志摘取塔尖的珍珠与桂冠。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就是那些潜心学术的大学生们。在有些浮躁的世风里，他们保持了

一种异于大部分人的人生步调。他们或者一门深入，获取思想的深度；或者勇敢冲锋，攀登

科技的高峰。别人眼中的“学术大牛”是如何养成的？而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们选择了

学术道路？ 

 

科研就像谈恋爱，需要热爱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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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把它坚持下来了而已。”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

化工学院张哲野博士如是说。淡定的表情，与他有些惊世骇俗的成绩不太相称——这个 90后

大男孩本科期间，就跟一帮子博士、硕士一起研究石墨烯，已在《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7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1项，目前已经获权 7项。 

 

大部分人对学术望而生畏，主要的原因在于枯燥。与火热的实践相比，学术之路注定是

寂寞的。但在笃定了学术之路的“学术大牛”们眼中，做学问恰恰是妙趣横生的，在思想和

科技领域的探索，会让他们发现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广袤、绚丽的世界。 

 

“他之砒霜，我之蜜糖。”热爱，是一个“学术大牛”的力量之源。 

 

“把铅笔芯折断，落在手上的黑色粉末中就含有石墨烯。”一说起石墨烯，有些腼腆的

张哲野顿时像换了一个人，滔滔不绝、眼中闪光。石墨烯被认为是未来一代的重要新材料，

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运用了石墨烯技术的电脑和手机屏幕，可以像地毯一样铺开或卷起；

手机电池充满电只需两分钟。 

 

新材料的魔力让张哲野为之着迷，5 年，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他几乎都泡在实验

室。在师兄弟眼中，张哲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研狂人，他一进实验室便如同进入另一个世

界，茶不思饭不想，通宵达旦成了家常便饭。“如果研究卡在一个关卡，我打水、走路、躺

床上，脑子里想的都是它。” 张哲野说。 

 

“科研就像变魔术。”张哲野说，他喜欢科研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大四女生任鹤坤最近在全国 200多万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挑

战杯”大学生科技学术竞赛全国特等奖。她的学术之路，因热爱而开始，因责任而走得更远。 

 

任鹤坤的研究课题与社会治理有关，探讨的是基层信访问题，她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并

没有太大的学术野心，直到一段“训斥”突如其来。 

 

任鹤坤在与家乡的信访办前主任交流时，这位官员忽然向她埋怨：“知道为什么基层的

事情难办吗？因为像你这样的大学生，完全不了解基层情况，毕业后就进入政府机关，然后

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决策。” 

 

这让任鹤坤很受伤，如果大学生给人的印象如此不切实际，那读这个书还有什么用？她

心里也由此憋了一股劲儿，要通过田野调查，让理论在大地上生根散叶开花。 

 



 - 6 - 

四年中六次参与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的任鹤坤，别出心裁地从信访干部的视

角出发，从“情、法、理”三个层面探究信访制度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因此具

备了开拓性意义。 

 

面对孤独是学人的必答题 

 

选择学术，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孤独，因为学人更多的时候是独行，历经了时间的沉淀和

反复自我考问，才有可能在沉思中获得新知。 

 

张哲野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是可穿戴电子产品的可弯曲柔性电池，未

来的电池可以随意变换形状，这无疑是个令人兴奋的改变，这也成为张哲野对抗孤独的终极

大招：“我的研究有可能去造福更多的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世界，这是一件

很酷的事情。” 

 

大三的时候，课业繁重，张哲野只能把学术留给孤独的夜晚。半夜回寝室会影响室友休

息，他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整整睡了一年。“不觉得冷，也不觉得孤独。”张哲野笑着说。 

 

使命感，让“三点一线”甚至“两点一线”的科研生活变得不再那么枯燥，总会遇到这

样那样的情绪波动，成果出得慢、研究遇到瓶颈。每当浮躁来袭，张哲野会把自己关在实验

室里，看看他熟悉的离心机、光化学反应仪、手套箱、瓶瓶罐罐……这些日日夜夜伴着他的

仪器，总会让他的心静下来。 

 

张哲野的导师王帅对他颇为赞赏，最得意的还是这个学生坐得住：“搞科研的学生很多，

但最后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较少，这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免不了遇到坎坷、瓶颈，能够坐得

住‘冷板凳’的人，才有可能做出来。” 

 

任鹤坤却是因为孤独而爱上了学术。学社会学的她，在大一、大二的每一个假期，都跟

着系里的教授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曾到过陕西、甘肃、宁夏、河北等多个省份，也就是在

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做田野调查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 

 

记录本和录音笔这对“田野调查好兄弟”，是任鹤坤最好的伙伴。“它都快成为我身体

的一部分了。”任鹤坤把录音笔展示给记者，由于长期使用，按键上的漆全被磨掉了。记录

本则像是任鹤坤的一本“侦探笔记”：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被调查对象的衣着、神态、动作、 

说话的语调等细节，以及被调查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的笔记赋予我社会学的想象力，

让我能够洞察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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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教授做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原始部落，吃住都和土著人一起，没有人和他进行正

常意义上的交流，这样的状态少则一年、多则数年，这种孤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任鹤坤

说，与没有人交流的孤独相比，这些人文学者的孤独，更多的是一种哲学上的意味。 

 

   任鹤坤喜欢这种孤独：“这恰恰是一种丰沛的精神状态，他们可以与自己对话，与古人对

话，与这个世界对话，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更加浩渺的世界。”这样的发现让任鹤坤对学术

产生了无限神往：“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我想拥有这样的世界。” 

 

从理解到接受，最终享受，在享受中触摸真理，真正的学人面对孤独这道考题，总会给

出完美的答卷。正如歌德所说，“灵感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 

 

孤独，赠学术以灵感。 

 

欲成大师，先当工匠 

 

任鹤坤刚开始自己的调研时，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研究对象是信访干部，她就

找到了一个去地方信访办实习的机会，“大多时候我就像透明人一样默默坐在旁边听、做记

录，偶尔给他们倒点水。”她和信访干部们一起吃饭、午休、打牌、拉家常……日常而琐碎

的生活，让她有些发狂。 

 

“当初可是怀着阅尽苍生、针砭时弊的雄心壮志来的，但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常中，激情

慢慢消散了。”好多次，她都打算放弃了，甚至认为，“这样根本写不出有意义的成果。” 

 

但事后想想，正是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刷新了她对信访工作和信访干部的认识，不论

是从感性还是理性角度看。这对论文素材的积累，至关重要。由此任鹤坤也有了一番心得：

“想当大师，先从做工匠开始。只有一丝不苟地去打磨、去积累，才能在量变中引发质变，

在学术领域有所开拓。” 

 

这也正如武汉大学经济系谢丹阳教授经常跟他的学生说的：“做学术，首先要踏实肯干，

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没有平日的积累，纵然有最好的命运降临，你也只能手足无措地眼望

它擦肩而过。” 

 

任鹤坤对工匠精神的理解，除了日积月累还有精益求精。 

 

论文交稿前 3 天，任鹤坤偶然间读到一篇文章，一下子惊呆了：“它写得太好了，把我

想写的全都写了！”她马上把文章发给了导师，导师回了她一句话：“那你还写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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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几近崩溃：“这意味着，文章要全盘打翻，重新来过。我不想糊弄、对付，从我这里出

的论文，绝不能是人云亦云的‘学术垃圾’。” 

 

好在积累足够丰富——任鹤坤已事先整理好了十几万字的田野录音稿，再加上大量的文

献整理和厚厚一沓田野日记，使她重新厘定了方向。“说来也奇怪，之后的几天，只写论文，

不吃不睡也不觉得累，写到有趣的地方，心里还怦怦跳！” 

 

成稿后，则是“强迫症”一般的十几次打磨修改。任鹤坤说，“一旦进入强迫症模式，

我就根本停不下来！”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使她把论文写成了精品。 

 

“我钦佩的‘大师’，他身上强烈的知识分子气质，这种气质是在漫长的学问之路上，

慢慢在身上生长的，它是跟着你一辈子的东西。学术，是生活最好的礼物。”任鹤坤说。 

（《人民日报》，2016年 07月 12日，第 19版。）  

 

※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宜早不宜迟 ※  

 

在国家层面加强对中小学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落实，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如此，广大

学生在专业选择乃至人生规划时，才能少一份盲目，多一份从容。  

 

清华北大两名学生退学后重考再上北大的新闻，最近颇受舆论关注。据媒体报道，这两

名学生当初之所以选择退学重新踏入高考考场，均是因为对之前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如今，

他们再次凭借高分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新的专业。  

 

故事听起来有几分传奇色彩，不过终究只是个案。毕竟，从大学退学重新参加高考代价

太大，更何况最终能否如愿考入心仪的大学和专业，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两位“学霸”的选择没有多少参考价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大学后发现专业难合

口味的学生，事实上并非少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超六成受访者承认，

自己在报考专业时是“盲目的”；超 7成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针对大学生“学非所愿”问题，不少人建议应该建立灵活完善的高校转专业制度，给予

大学生更多选择权，这固然是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但“试错”的过程无疑要耗费很大的时

间和精力成本。如果把端口前移，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

正确认识自己，找到兴趣爱好所在，进而确定职业倾向，那么就能极大提高学生与专业的匹

配度，为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更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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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重点不在于选择具体的职业，不是简单传达就业信息和技巧，而是

要让学生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个性特点、兴趣能力所在，并学会

把自身优势转变成职业兴趣和人生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关系个人一生

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国内基础教育阶段，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却面临不小尴尬。

尽管不少中小学已经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但起步晚、师资匮乏、内容设置不合理等都是目

前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甚至仍处于空白。这或

许与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学校和家长功利的教育理念不无关系。在很多人看来，比起孩子的

性格禀赋、兴趣爱好、实践能力，孩子能否考高分、上名牌大学才是最要紧的，一切都要为

之让路。因此，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如何更好地在基础教育阶段落地，是摆在教育管理部门、

学校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属于强制性的教育内容，政府出台了完善的法

律和制度予以保障，比如美国早在 1989 年就颁布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明确规定职

业生涯规划教育要从 6岁开始，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家级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发布指导方针，

定期进行监督考核；具体内容也涵盖广泛，课程学习和实践体验活动相结合，并针对不同年

龄特点进行分层教学。此外，很多学校都与大学展开合作，在高中阶段开设大学先修课程，

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学专业信息，提前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国外这些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的理念和做法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  

 

如今，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正成为国家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方向，“一考定终身”的局

面也将随之改变，学生在报考科目、升学通道、对自己考试成绩的使用等方面有了更多选择。

因此，能否充分根据自身兴趣特长，科学选择考试科目和专业尤为关键，而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就是“落实学生选择权”的必要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家层面加强对中小学职业生

涯规划教育的规划与落实，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如此，广大学生在专业选择乃至人生规划

时，才能少一份盲目，多一份从容。（《 中国教育报 》， 2016 年 07月 05 日，第 2 版。） 

 

※ “双一流” 需要一流管理 ※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双一流”建设，广受高等教育界关注。舆论

普遍关注，高校如何建设一流师资，开展一流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学科，开

展一流学术研究，产出一流成果。这些是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应有之义。而在笔者看

来，要实现这些一流，一流管理至关重要。 

 

高校的一流管理，首先要有一流的校长，这不是要求校长有多高的学术头衔，而是要求

校长：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全心做职业化、专业化的校长。 要把这样的

人遴选到校长岗位，就需要推行校长公选。教育部已启动公选校长试点，对公选的校长明确

要求任职后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 接下来，公选校长的改革步伐将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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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校长 20 年时间里，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也没

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仅仅出版了一本专著—— — 《大学工作》，他说，

“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两个：找人才，找钱”。 要说校长的“国际范”，这就是“国

际范”，不是在位期间把自己打造为学术大师，而是把学校打造为一流学府。 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需要校长自身的自觉，另一方面则需要明确校长职责，要求校长必须“利益回避”。 

 

其次要有一流的行政人员与机构，近年来，大学克服行政化倾向，是高校改革的重要议

题。克服行政化倾向，不是说大学不要行政，而是要求行政回归本位，做行政该做的事，为

师生提供高效的服务，如梅贻琦所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那

行政人员更不必说了。 这就要求精简行政队伍，明确行政部门的职权，不能用行政权去干涉

教育权、学术权。 

 

更重要的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以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为原则，构建学校新的

管理结构。 “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到，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那么，高校如何制订具体

“双一流”建设方案？是由大学行政职能部门制订？还是在制订方案时，广泛听取各学科教

师、学生的意见，把教育发展战略的制订，交给教授委员会，把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规划的

制订，交给学术委员会？这就检验学校是否在推进现代治理，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可以

说，制订方案的程序、机制，决定双“一流”建设究竟能取得多大实质突破与建设成效。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这

需要实际作为，不能重要的教育和学术事务，仍旧由行政说了算。 教育部在上个世纪 90 年

代就要求高校重视本科教育，规定高校要把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但迄今为

止，我国“双一流”建设学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的问题，在教师

眼里，课题、经费、论文的重要性，远高于给学生上课的重要性。 这和学校行政职能部门制

订的考核、评价、晋升教师的标准有密切关系。 相当数量的学校，就采用简单的数量指标考

核、管理、评价教师，这种管理、评价方式必须改革。而从重视规模、数量发展，到重视内

涵、质量提升，已是教育规划纲要给高等教育提出的新任务。 

 

或有高校会认为：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还在建设、完善中，把“双一流”

建设这么重要的方案，交给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决策，步子迈得有点大。这需要转变

思路，把方案制订的过程，就作为完善学校现代治理结构的过程。 假如在方案中，高校提到

要依照《高等教育法》，把学术委员会建成学校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可是，却在制订方案

时，不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这能让教授们相信学校真有改革的决心吗？ 早在高校制订大

学章程时，笔者就曾建议，高校应该把大学章程制订的过程，作为按照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

要求，梳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内部治理改革的过程，如果高校这样做，也就建立起现

代大学制度，为创建“双一流”提供制度保障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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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双一流”，当务之急，不是制订建设的时间表，不是给师生分解、下达一流建设

的指标、任务，而是构建一流管理体系，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激发所有师生教育与学术梦想。 

（《中国高等教育》，2016 年 07期。作者：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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