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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佳于2005年考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师从于我，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对于学外语出身的她而言，跨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并且选择这一论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作为一名高校在职教师，她能在不脱产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充分表明了她的好学和
努力。
她的这一研究成果视角新颖，史料较为翔实，分析也较为深入，在当时的学位论文匿名外审和答辩中
得到了校内外专家的一致肯定和较高的评价。
今天，李佳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很为她感到高兴。
　　尽管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只有短短的百年历史，但是起点并不低。
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爱国激情和深厚人文底蕴的知识分子群体建设了蓬勃生机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完成传统文化中具有理想人格的&ldquo;君子&rdquo;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衔接。
因此，他们都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文理课程的平衡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原因，文化教育上向苏联学习，实行&ldquo;一
边倒&rdquo;政策。
在高等教育领域，以专才教育为主导。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教育界开始改革过分专业化的教育模式。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在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加强学科综合性、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拓宽专业口径
、重视文理渗透、重视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改革，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界对大学通识
教育的重新重视。
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和通识教育课程实践的现有水平还很低，从课程
目标到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课程的实施与评价等方面，都亟需发展和完善。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以及对大学通识课程的专门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李佳的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大背景之下，考察了近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
课程的发展历程。
这项工作她做了三年多的时间。
在这三年多里，她搜集和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就相关学术问题和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总的来说，她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　　一方面，通过对学校课程的分析，了解它所处时
代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水平，以及国民受教育的情况，加深对学校课程与社会发展之间
相互关系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以及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展和深化。
　　另一方面，在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导入的大背景之下，结合近现代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因素，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界在通识课程领域相应的选择、调适和发展的过程。
通过对上述两条线索冲突、交织和融合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
开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作的个案分析，较为深刻、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大学通识课程的演变过程
。
同时，也为当前的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今天，大学已经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也将在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此，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史、大学通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为在全球化
背景下，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中西融合、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提供有益的
启示。
当然，研究无止境，希望李佳能以此为基础，继续努力，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产出更多的优秀成果。
　　是为序！
　　周谷平　　2010年4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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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方面，通过对学校课程的分析，了解它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水平，以及
国民受教育的情况，加深对学校课程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代社会
，以及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展和深化。
　　另一方面，在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导入的大背景之下，结合近现代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因素，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界在通识课程领域相应的选择、调适和发展的过程。
通过对上述两条线索冲突、交织和融合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
开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作的个案分析，较为深刻、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大学通识课程的演变过程
。
同时，也为当前的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今天，大学已经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也将在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此，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史、大学通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为在全球化
背景下，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中西融合、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提供有益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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