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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创新实践和问学求真的精神。
我们对待教育培训事业也是如此，如何创新、如何求真都是关键点，而它也是一个试金石，考量着我
们工作和生活中的智慧、态度和坚韧度。
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和磨炼，我们已经播撒了许多善因，也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随时以不断创新、致
力问学的精神来要求和审视自身。
　  《播种未来》为&ldquo;清华大学百年校庆&rdquo;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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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寻梦之旅求索六记清华一香港大学硕士TMSP项目营销模式初探浅谈国际合作学位教育及其质量保障
机制美丽邂逅的灿烂腾飞在清华无题寻找生命中那一米阳光我与RITS每一次成功又是新的起点与威尔
士项目的点点滴滴工作随笔与清华一威尔士一起成长的日子工作随想三两篇紫荆花开我和国际项目部
的故事一路成长，放飞梦想随笔五则教育贵在精神传承我的清华历程我的梦紫荆岁月播种希望，收获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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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事求是也是学校领导的传统作风。
在清华担任校长17年的梅贻琦先生，以&ldquo;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rdquo;，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
以事实为出发点来办学，注重求实研究的风气，倡导&ldquo;沉潜治学、朴实无华、不尚标榜、不尚宣
传、诚诚恳恳、实实在在地研究科学&rdquo;；加上自身有着&ldquo;寡言慎行，言必信，行必
果&rdquo;的风格，他这一任期对清华形成严谨求实的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院系调整后的1952年12月，原来清华中文系学生、&ldquo;一二&middot;九&rdquo;运动的领导者
蒋南翔回到母校出任校长。
他虽然已无法改变清华改为工科大学的局面，但他一面以大学是文化中心、不能只有现有专业的书籍
为由&ldquo;扣留&rdquo;了30万册文科图书；一面力拒苏联专家把清华办成水土电专门学院的主张，
从中国与清华的实际出发，提出创建新技术专业、理工结合发展应用理科的意见。
他尊重苏联专家的正确意见，加强了教学实践环节，还倡导开展&ldquo;真刀真枪毕业设计&rdquo;。
这些都有益于学生面向实际、勇于实践。
在学校工作中，他经常宣讲&ldquo;基层出政策&rdquo;的道理，依据清华的实际决定工作方针。
他主张继承老清华的好传统，对于学苏联，则强调要学习先进的东西，但不能照搬，同时还要学习英
、美等国有用的东西。
在&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前夕面对极&ldquo;左&rdquo;思潮，他提出要把清华园的&ldquo;围
墙&rdquo;筑得再高一些，要开&ldquo;万人顶风船&rdquo;。
蒋南翔担任校长14年，对清华形成良好的实事求是校风起了重要作用。
　  这种求实的传统在一代代清华学子中得到传承。
1980年3月，由化72班提出的口号&ldquo;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rdquo;不仅在校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在新的历史时期，清华把实事求是的作风表述为：&ldquo;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rdquo;相信有更多的清华人，会成为新一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实干家。
　  勇于求新　  在清华大礼堂的南墙上方悬挂着一个匾额&mdash;&mdash;&ldquo;人文日新&rdquo;，
这是清华的校箴，体现了清华人的勇于求新、不断求新的精神。
　  &ldquo;人文日新&rdquo;可以理解为三层意思：其一是自身的文明要与日俱新；其二是通过自身的
人文过程促进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和学校的建设；其三是要肩负起化民成俗、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责
任。
&ldquo;人文日新&rdquo;的着眼点在于&ldquo;新&rdquo;，在清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是贯穿着对求
新、创新的追求。
清华国学院所遵循的&ldquo;古今贯通，中西融会&rdquo;的学术范式、王国维的&ldquo;历史新
证&rdquo;就是一种治学上的创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朱自清为主任的中文系率先把新文学纳入教学
轨道，则是一种教育上的求新。
这种求新精神在当今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清华首届突出贡献奖获得者黄克智院士是求新、创新的典范。
黄老师50岁研究断裂力学，60岁探索智能材料力学，70岁开拓应变梯度塑性理论，在75岁之后，开始
纳米力学的研究，现在他年近八旬仍然每天凌晨4时起身开始探索性工作。
这种求新、创新的精神在清华人身上不断传承发扬。
1982届毕业生、水利部水资源研究所所长、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对此的体会是，&ldquo;回顾20
年的成长经历，使我最富有成就感的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lsquo;创新&rsquo;。
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必须坚持服务祖国、服务人民，在求实的基础上创新&rdquo;。
　  追求卓越　  &ldquo;跳起来摘果子&rdquo;正是对清华人向世界一流目标奋进的生动写照。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便是清华师生追求卓越精神的集中体现。
　  清华在改为大学后一直坚持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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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大学校长罗家伦坚持教育独立和学术的高标准。
他把延聘名师作为&ldquo;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rdquo;。
为了提高清华的教授水准，在原来55名教授中只发了18份聘书，同时把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名教授请进
学校，强化了追求高标准的氛围。
老清华&ldquo;DoYourBest&rdquo;(尽你所能)的口号深入人心。
　  自我激励、追求卓越的心态在清华是很普遍的。
朱自清先生是一位追求卓越的典范。
他在1942年写的《论自己》中说：&ldquo;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一环，别脱了节才
真算好&hellip;&hellip;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
&rdquo;后来在病重时体重不到39公斤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讲学、坚持读书，还制订了&ldquo;每天
轮流看一本英文书和中文书，利用休息时间读诗的计划&rdquo;，做到了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他的人品和学问都受到广泛的赞誉。
吴良镛院士在《与研究生谈治学》一文中讲的第一条就是要高标准要求，强调&ldquo;取法乎上，仅得
乎中&rdquo;。
许多新人初到清华工作时，也常常受到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力量的推动。
一位新调来的教授曾对我说，与清华人接触，第一个感觉就是老师、学生心气都很高。
大家都以世界一流的名校作为参照系，做起事来便给自己施加了压力，都特别能吃苦耐劳。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播种未来>>

编辑推荐

　  国际项目部这本《播种未来》，书名很好。
书中谈到工作，谈到学习和生活，谈到克服困难，谈到努力后的收获。
这些，都是在&ldquo;播种未来&rdquo;，用流行的语言叫&ldquo;可持续发展&rdquo;。
这是本书的认识水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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