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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现代化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条件和契机。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的阶段，教育现代化需要统筹国

家、高校和社会的各大资源，与知识经济社会同速、同向发展。本文探讨了教育现代化的概念，对比了国外

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不同表现，并从大学生领导力评估和培养的角度提出了推动了高等

教育人才现代化的优化路径，如顶层设计，转变教育理念和更新教育内容，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加大教育投

入，推进教育治理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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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教育人才现代化和大学生领导力

美国历史学专家布赖克认为人类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是人类的诞生；第二是野蛮到文明的出

现；第三是社会现代化。美国的艾满特和科尔曼提出了现代化的七个要素：即较高程度的都市化，较高

的识字率，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较广泛的社会流动，较高的商品化和工业化，较广泛的大众传媒体系，

较高的国民参政意识。自20世纪 50年代起，社会现代化成为了世界的新潮流，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知

识经济社会”，也有人把其称为“信息社会”，还有人把其称为“后工业社会”。社会现代化必将带来

教育的现代化，而教育的现代化的实现是通过如何促进人实现社会现代化达成的。人作为社会现代化的

核心关键要素，也是参与教育现代化的主体和客体。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主体，我们需要具有现代化素质

的人设计教育过程，在现代意识的引领下，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达成教育目标；教育的本质就是人施加于

人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客体，我们需要通过教育现代化完成人的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现

代化。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教育是否能够顺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直接决定了人才现代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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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领导力的研究和实践不仅关注大学生短期发展，推动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是推进高等教育人才现代化

的重要抓手。从大学生领导力角度切入，推进教育现代化，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国内学者已经开始重

视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不过当前其研究和实践在中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中央党校博士杨海燕学者采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析了全国 4603 份大学生领导力样本数据并进行验证，得出大学生领导力是中国

大学生的核心能力之一［1］。大学生领导力开发与培养，不是为了培养传统意义上的“为官”意识，而

要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引领能力、协作能力、理解能力、激励能力、决策能力、预测能力等融于一体的

领导力［2］。

2  国外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表现

国内学者从多个维度研究了国外高等教育现代化。魏然剖析了俄罗斯处于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

和信息化时代和俄罗斯面临的经济体制创新和集体主义精神文化的特质要求，并分析了影响俄罗斯高等

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3］。美国从 20 世纪以来就十分重视数据在社会化推进过程中所

发挥的治理功能，并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发挥数据在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这些策略包括通过全

美教育统计中心的大学记分卡等开放数据，监督高校的办学行为从而推进高等教育公平；通过大学生资

助、科研项目申请与管理等电子政务，简化办事流程从而提升学习与工作效率；通过隐私制度、隐私机

构等，确保信息安全从而保障多方权益［4］。德国在推进高等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中有一个重要指标就

是国家和高校高度重视产学研。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高等教育相关部门就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

并及时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在联邦层次、州

层次、和高等学校层次实施了一系列行动计划，有力促进高校与政府、企业、行业、社会团体等合作，

科技进步成果累累，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走向了新发展［5］。

3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和表现形式

1983年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邓小平在视察背景景山学校时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这一论断为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的宏伟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上升到了国家教育战略和方针。

此后，国家和教育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等多个文件中多次强调了教育现代化。就在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这些纲领性文件为我国通过教育现代化实现从

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推进教育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

内在需求，也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有三大表现形式：第一，从高等教育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切入，教育现

代化就是教育发展能够适应的当前中国现代社会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第二，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

容上来看，主要是指立足于本国，高等教育的观念现代化、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育硬件现代化、

高等教育管理的现代化、高校教师素质的现代化等；第三，从教育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来看，教育现代化

就是表现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民主化、高等教育的法制化以及高

等教育的个性化。



·72·
依托大学生领导力的评估和培养推进高等教育人才现代化 2023 年 2 月

第 5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501010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本文主张在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人才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关注国外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

理念，也要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优化路径。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依赖

于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不断提升中国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动力，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特征。对于高

等教育现代化人才现代化的推进，我们主张不摈弃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优秀做法，但是一定要坚持自主

发展的独特性。如何平衡借鉴国际经验和建立自主发展模式，将会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深入研究的重大课

题。高等教育人才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中国高等教育理念、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和中国高等教育发

展的路径推向到世界，成为典范并引领世界高等教育走向新的高度。

4  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路径

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通过教育治理实现人才培养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不是技术与物质层面的发达，而是意味着要从社会制度、大学历史和高等教育本质的逻辑去理解

其内涵，重新梳理其构成因素，最后才能针对当下的困境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高等教育的治

理能力最终需要达到的效果是善治，使大学与社会、政府的发展实现协同，共同参与到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的活动中来”。高校是整个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不断处理涉及知识利益、政治利益、

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相关问题。衡量高校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的标准在于大学是否在制度性的创

新空间中，既能保证高等教育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又能保证大学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活力，最终保障

治理体系的向心力［6］。

4.1  统筹协调，顶层设计，重视大学生领导力的评估，制定高校人才战略发

展的宏图，顺应社会的现代化和人才培养的现代化发展

纵观国际顶尖级大学发展和成长的路径，我们发现大学的发展极大推动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大学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德国教育家洪堡提出“科研服务社会”的理念，缔造了柏林大学在高等教

育发展史的辉煌，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后来美国的兴起的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的高度融合，为高等教育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通过变革，在短短数十年就赶上了西方世界一流大学。国

外在人才方面，十分重视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已经开发和实践了大学生领导力很多年，对中国有很

大的借鉴意义。

我国高校在新时代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不仅要追求中国大学的高速发展，弯道超车，更

要注重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注重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国大学的领导力评估，既要借鉴国外的模式，

更要开创中国本土适合中国的大学生评估体系。笔者通过大量文献综述，曾提出了大学生领导力评估的

三维模型，即认知领导力，实践领导力和互动领导力。

从政策层面，国家不仅提出了双一流建设，教育部还要提出有关“大学生领导力评估”的相对较细

的教育指导方针意见。国家和教育部要重视中国当前大学生领导力现状水平，科学地运用好数据对大学

生领导力评估的各项指标进行有效评价，以评促建，评建结合，重在建设，从人才培养角度，加快高等

教育现代化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从实践层面来看，产学研的进一步融合程度，也是大学生领导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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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养的重要抓手。教育部协同企业在最近几年成功开展了和培育了一批的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高效

地提升大学生的评估和培养水平。

4.2  转变教育理念，更新教学内容，推动课堂现代化，建立“师生学习共

同体”，为大学生领导力培养提供良好的资源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就为教育指明了方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转变教育理念，对于高校教师和管理者，是第一步棋，也是最核心的内容。

传统的教育理念认为教师是权威，师者的权威具有不可挑战性。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必须转变

理念。在知识大爆炸的信息社会，学生接触到了海量的知识和信息，对学习和接收信息有了新的认知

和新的途径。因此，作为高校教师，必须遵循“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原则开展教学，在传授知识的过

程中，要鼓励学生“质疑”，并教会学生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并启发学生贡献对个人发展、学科

发展和社会发展有建设意义的“意见”。长久以往，学生的思维能力将会大幅度地提高，而教师将会

更好地培养他们的跨学科思维品质和创新能力。高校教师要利用大学课堂的主阵地，不断更新教学内

容，推进课堂现代化，多维度构建大学生领导力课程，为高等教育人才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现实基础。

课堂现代化的实质是课堂文化的现代化，要建设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课堂，必须走出现代

课堂单向度育人的困境，以建构“完整生活”、观照“完整人格”和培育“完整素养”为基本路径，

以文化内涵的构成要素为依据，以全息课堂的建设为载体，以发展学生的全要素文化生长力为核心任

务，重构课堂文化，实现从单向度育人向全要素育人的转变［7］。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

将最新的理论和实践传授给学生，启迪学生理解“终生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师生建立了“学习共同体”

并形成了正确的现代教育观念和学习理念，重视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现代化才会真正

地迈出稳健的第一步。

4.3  重视教育科技，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立体化培养大学生领导力

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知识更为精细化，工作分工更为专业化，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在

全力推进育人的目标的同时，要采用最新的教育技术，与时俱进，高效率地传播知识，全面推进高校的

教育信息化工作。从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的角度看，我国教育信息化经历了“教育信息化即是

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教育信息化

也从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外生工具转变为内生力量［8］。在 2020 年的抗击新型冠状肺炎感染期间，高校教

师积极响应教育部的“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研究了在线直播平台、优化了在线

教学方案，保障了高等教育的课程和教学顺利开展。有一些具有钻研的教师在自己的在线课程中创新地

融入了翻转课堂、慕课（MOOC）和 SPOC 课堂，并有效地整合了网络资源，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

了可能，实现了教师、学生和资源的立体性交互，保证了广大学生的学习效果。在线教育从作为原来传

统教学的有益补充上升到了开展教育教学的主阵地的地位，再次推动了我国教育信息化高速度、高质量

发展，同时也为我国推进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了网络资源和平台，也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

人才现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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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具有师德高、专业强和业务精的高素质的高校教

师推进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

高等教育人才现代化的实施者就是广大高校人民教师。他们才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主体。因此，从

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入手，应该继续加大对高校教师在校培养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给予教师“有温度”

的关怀。所谓加大培养力度，就是高校要加大对教师的继续教育的资金投入；所谓广度，就是高校不仅

要关注“教育能手”“教学能手”“科研能手”和“青年才俊”的培养，更要帮助在职业发展中出现瓶

颈的教师走出困境。高校要对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和不同学科的教师制定个性化的教育培养计划，投入资

金，并建立多元考核评价机制，尤其要为青年教师成长拓宽空间和渠道，为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教师

搭建好平台；所谓深度，就是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帮助教师找到个人职业发展的优势并追求独特性。

只有高校在培养教师方面做到了有力度，有广度，有深度，我们才会孕育“有温度”教师培养体系。

通过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实现高等教育人才现代化要求大学对教师应采用系统培养的原则。所谓系

统培养，就是指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应该多维度和高校各个部门共同协作培养领导

力教师。清华大学校长梅台贻先生曾说：“大学之大也，未有大楼也，而是有大师也。”北京大学有季

羡林，北京师范大学有启功，厦门大学有潘懋元。这些大师的产生，一方面是来自各位大师艰苦卓绝的

努力和奋斗，另一方面是来源于高校对于教师师资培养的重视。在高校培养“未来大师”的道路上，高

校一定要重视教师的“师德”。最近几年，有关高校教师师德的不好现象在互联网上报道后，引起了广

大舆论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在对当代大学生的传道授业过程中，教师首先要“以德服人”，

做到既要言传，更要身教，自己首先重视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并认可每一个大学生都有领导力的理念。

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又走向普及化的今天，高校教师不仅要思想政治素质过硬，而且

要站在学科前沿，在借鉴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的同时，要创先开创中国大学生领导力实践的新模式，努力

提升大学生的认知领导力、实践领导力和互动领导力，引领广大青年学子思考现实问题和核心问题，同

心同向推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4.5  协调高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推进教育治理的民主化，为大学生

领导力培养提出强有力制度保障

中国的大学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国内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逐渐健全了中国特

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同时也在不断完善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大学要坚持求真务实的问题导向、以公平正

义为价值取向、确立全面深入的改革志向，崇尚学术自由，以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大学治理体系，以加强

改善大学党委的领导提升大学治理能力［9］。高校治理能力提高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资源，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大学的三大核心功能：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高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长期处

在一种博弈的状态。在国内的有些高校，行政权力逾越了一些边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术权力发

挥作用，从而影响了高校的教育教学发展、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因此，高等人才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就

是尽快建立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一定不是仅仅学校管理部门的事务，也不是

仅仅学工处和团委的核心任务之一，更应该全体高校教师的神圣指责。未来高端人才，不仅要掌握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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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知识，更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而这些都是大学生领导

力的核心元素。一方面，在校大学生通过参加学生社团，充分整合自身与社团及周围资源，在社团活动

实践中逐渐培养和形成的、能实现自我发展的领导力［10］。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学科教授也开始重视大

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大学才会更加回归初心，走回原点，教育教学才会返璞归真，科技创新也会有更强

大的引擎，高校的人才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更紧密和更直接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5  结语

在面对竞争激烈的经济社会中，中国高等教育只有不断强化危机意识，才能在多变的世界格局为中

国的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国高

校的多样化格局已经形成，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时代也已经到来，大学只有不断坚持内涵式发展，注

重人才培养的现代化，多维度提升大学生领导力，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才能真正推进教育现代化。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将会促进人才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势必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挥

强大的推动力，对于全球经济发展也会提供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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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of Talents 
Through Evalu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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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modernization has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and is regarded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stag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tepping into popular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we need to coordinate the resources of the nation,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ce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societ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with tha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e proposal of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ath for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from 
the angle of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such as making the top design, updating the concept 
of the education and upgrad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applying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enlarging 
the investment for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Key word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Evaluation 
and Culti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