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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学科是应用学科和工程（农、医等）技术的基础。
基础学科的研究是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变革与建设，以及新文化、新技术、新产业的先导
与后盾。
因此，基础学科人才对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基础学科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往往是间接的和滞后的，它们一般是通过应用科
学和工程技术起作用，这种情况又容易使人们忽略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及其实际意义。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需求迅速变化与基础科学的长期作用之间的差距，更容易使人忽
视它们。
另一方面，基础学科人才有其自身特点，因而对他们的培养也需要采取一些专门的措施，这些又易造
成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中的某些特殊困难。
　　北京大学是一所以培养文理基础学科人才为主的综合大学。
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培养基础学科人才的经验。
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总结北京大学的经验，探索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某些规律。
一方面，为我们今后培养这类人才有所借鉴，作为进一步改进和改革教育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希望
通过本书使社会对基础学科人才及其培养过程的特点增加了解，从而善于利用这些人才，以便使基础
学科人才在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科学文化繁荣兴旺的事业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由于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在我国仅是近十几年的事，所以本书主要涉及的是本科教育。
我们期望再过一段时期，能有一本关于研究生培养的相应的书问世。
　　本书系“七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规律若干问题的研究”成果，项
目负责人为王义道。
本书采用学校相关文件和文章汇编与夹叙夹议相结合的编写方式。
试图以北京大学关于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经验总结和著述为基础，结合编著者的研究成果、阐明观点
，或对文章议题进行发挥。
这种尝试是否成功尚待读者的鉴评。
教育改革是不断探索、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事物，加之编者水平有限，许多观点难免有不妥之处，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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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学科人才对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培养基础学科人才的经验。
本书通过总结北京大学的经验，探索了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某些规律，一方面为今后培养这类人才有
所借鉴，作为进一步改进和改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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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义遒，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2年9月生，浙江宁波人。
195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6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现
博士）。
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以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
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CALLS）主任。
　　在波谱学和时间频率计量领域有重要成果。
在大学教学、科研及其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建树和论述，著有《谈学论教集》、《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
》等。
多次获国家教学优秀奖，1998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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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时期北京大学教学改革　　实践的简要回顾　　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成为一
所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党中央、国务院给北京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文理基础学科教学和科学研究人才，同时开展基础学科
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应成为我国科学文化的标志。
从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基础学科应包括语
言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
1966年以前，北京大学在完成党中央、国务院规定的主要任务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文革”的十年动乱，使北京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党中央相继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
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27日
）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且明确规定了我国到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两步走”的奋斗目标。
所有这些都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高等学校必须考虑如何主动适应新时期社会
主义建设的需求。
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人才，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北京大学与全国其他高等学校一样，在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面临新时期的历史任
务，深切感到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历史不能割断。
北京大学作为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如何在新时期培养祖国需要的合格人才，如何进
行教育改革，需要全体北大人去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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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学科是应用学科和工程（农、医等）技术的基础。
基础学科人才对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基础学科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往往是间接的和滞后的，又容易使人们忽略
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及其实际意义；基础学科人才有其自身特点，需要采取一些专门措施加以培养，又
易造成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中的某些特殊困难。
北京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培养基础学科人才的经验。
本书通过系统总结北京大学在本科教育方面的经验，探索了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某些规律，一方面使
今后培养这类人才有所借鉴，作为进一步改进和改革高等教育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对基础学
科人才及其培养过程的特点增加了解，从而用好这些人才，使基础学科人才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和科
学文化事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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