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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文化·人生》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探索当代大学使用
、校园文化价值取向和文科发展战略，解析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事务特点，反思哲学、大学、
文化、人生、事业、国家等复合关系，解读大学生和研究生成人成才过程中的学习、心理与生存困惑
，激励当代青年寻求超越、提升境界、追寻美德与人格崇高。
《大学·文化·人生》分为六编：大学与时代，人文与社会科学文化与价值，学生事务与思政教育，
事业与人事理想与境界。
《大学·文化·人生》依托于作者的30年高校学习生活工作体验、广博国际视野、深厚学术功底、丰
富管理经验，既注重问题意识和哲理分析，又贴近当代大学、教育和学生工作实际，开展心灵对话，
解读思想网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解释力，对于高教研究、文化反思、院校管理、学生事务和大学
生自我定位等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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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康，四川资阳人，曾在农村插队和工厂做工，1977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8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主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哲
学学院院长，人文科学学院院长等；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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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大学与时代 　一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     （一）1977年恢复高考： 中国
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伟大历史起点     （二）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主要变革     （三）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 建立当代中国大学创新体系     （一）建构大学创新体系的必要性    
（二）大学创新体系的基本层次     （三）大学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     （四）大学创新体系的主要特点 
　三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一）大学功能与校园文化的价值论追问     （二）校园文化价值
定位的基本依据     （三）当前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价值选择     （四） 当前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三
种重要价值 　四 大学管理的文化品格     （一）大学的文化使命     （二）大学文化的管理基础     （三
）大学管理的文化使命 　五 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若干关系     （一）科学定位，合理定向     
（二）分类指导，重在长效     （三）全面评估，贵在引领 　六 建立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     （
一）透析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中的主要问题     （二）建立我国博士学位的合理准入制度     （三）建立
和优化导师队伍的有效机制     （四）抓住博士生培养中的几个关键环节     （五）把好博士论文的评审
和答辩关 第二编 人文与社会科学 　七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质量导向与发展战略     （一）肯定成就，
直面问题     （二）把握形势，明确任务     （三）坚持导向，建构机制     （四）端正学风，更新方法 　
八 文科建设与理工科大学的综合化转型     （一）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历史回顾     （二）理工科大学
发展文科的背景分析     （三）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基本任务     （四）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基本思
路     （五）华中科技大学的文科发展态势 　九 当前高校的文科教育和教学改革     （一）从振兴大科
学和大教育看文科教改     （二）当前深化文科教改的可能性     （三）高校文科教改的基本方向 　十 
坚持人文杜会科学的科学性和价值导向性     （一）正确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价值导向性     （
二）自觉坚持和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和导向功能     （三）促进科学认识、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的
合理统一 　十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方法论创新     （一）重视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     
（二）反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范”状态     （三）预测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基本方向     （
四）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五）激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 　十二 加强理论创
新提升民族精神     （一）重视理论创新的特殊功能     （二）超越理论创新的现实障碍     （三）发挥理
论创新的先导作用     （四）透析理论创新的特殊困难     （五）以复杂性的思维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编 
文化与价值 　十三“文化围城”及其超越     （一）“围城”与“文化围城”     （二）“文化围城”的
哲学解读     （三）现代化的本来含义     （四）20世纪世界现代化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五）中华
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历程     （六）深化我们的思想认识 　十四 全球化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
反思与超越     （一）全球化、现代化及其实质     （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及其挑战     （三）中
华民族对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认识历程     （四）当代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中面临的挑战     （五）着
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十五 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资源选择与价值取向     （一）从关于“国学
”的可能界说谈起     （二）如何看待国学在近代以来的衰微     （三）如何看待国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与当代意义     （四）在传承、批判、整合、创新中构建中国当代文化 　十六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
融通和共建     （一） 正视“现代病”，透析人文与科技对立     （二）克服片面理解，重塑当代科学精
神     （三）消除诸多误解，重建当代人文精神     （四）立足当代实践，探寻融通共建途径 　十七 当
代青年的科学素养与人文境界     （一）从新的时代背景看科技和人文     （二）从人性高度看科学技术
发明及其特点     （三）透析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对峙和冲突     （四）超越对立，走向和谐 第四编 学生
事务与思政教育 　十八 管理服务引领——中国高校学生事务的探索与思考     （一）我国高校学生事
务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     （二）当前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事务工作的目标、机构、内容和特点     （三）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事务工作的格局和理念     （四）探讨我国高校学生事务工作的发展方向 　十九 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当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与对象     （二）华中科技大学学
生工作的经验与优势     （三）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
华中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 　二十 提升党员先进性带动全员自育     （一）学生党建工作中增强先进
性的必要性     （二）找准现存问题，明确工作方向     （三）采取切实措施，带动全员自育 　二十一 
强化责任意识创新学生工作     （一） 社会责任意味若什么     （二）华中科技大学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三）学生工作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未来发展中的责任     （四）学生工作干部的地位和作用     （五）学
生干部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技巧 　二十二 文化素质教育的传承与创新     （一）中国内地高校文化素
质教育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内地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经验     （三）当前文化素质教育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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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挑战     （四）在新的平台上提高创新文化素质教 第五编 事业人与人生 　二十三 哲学大学人生  
  （一）哲学     （二）大学     （三）人生 　二十四 人生事业 国家     （一）人生、事业、国家的基本关
系     （二）人性的塑造与人的自我提升     （三）大学在人生事业发展中的定位 　二十五 辩论的思维    
（一）辩论思维与辩证思维     （二）辩证思维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方法     （三）辩论思维的特殊困难与
对策     （四）辩论思维的十大技巧 　二十六 反思现实 追求卓越——研究生期间的人生特点与干部素
养     （一）研究生阶段的人生定位与特点     （二）研究生阶段可能面临的挑战或问题     （三）研究生
的卓越意味着什么     （四）对研究生干部的几点希望 第六编 理想与境界 　附录 访谈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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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大学与时代　　一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　　1977年的恢复高考既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历史起点，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最根本之点还在于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观念变革和实践
创新。笔者于30年具有根本性的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笔者于3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大学教师
，亲历并见证了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本文结合笔者30年来在高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梳
理30年来国高等教育的十大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探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向识者讨教。　
　（一）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伟大历史起点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是以30年前的那次哲学讨论作为它的发端的，这就是关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次讨论可以说是恢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和基本
命题，但却引发了一场重要的政治革命。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1978年3月我与“文革”后的
首届大学生们一道走进了大学校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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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10大进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7大价值取向∥ 大学管理的文化品格∥高
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10大关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质量导向与发展战略∥“ 文化围城” 及其超越
∥入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事务特点∥理解80后的7个观测
点∥哲学视野中的大学、人生、事业、国家∥辩证思维的10个技巧∥当代大学生的自我认识与人生定
位∥心灵的5个规定与心理健康的6大困惑∥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与实践∥美德追寻与人格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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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出口成章的党委副书记
2、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
3、商品质量合格，服务周到。只是宣传需要加强，更加便于我们了解贵单位的各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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