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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思考框架

在研究了“大学如何影响学生”40年，回顾了自

1970年以来发表的 7 000多项研究后，仍有一个看似

简单的问题令人困惑：“你们到底（从这些文献中）学

到了什么？”我们肯定有很多答案，但其中一个更精

准的问题是：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究竟有哪些金子

可以作为日常可操作的方法，让管理者和教师可以

更好地教育学生？本研究就提供了这样一些答案。

事实上，这 7 000多份研究考察了学校管理者和

教师在学术、教学和课外活动等场合为学生提供的

各种活动、专业教育与服务，旨在促进学生学习和发

展。（这里涉及的术语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定量能力；

认知发展；社会与公民态度；宗教与政治态度形成，

以及各种其他结果。）实际上我们的书发现了太多经

验，形成了很多不同成果。但这里要的是一些更明

确、更简要的结果。

于是我开始思考，那些被证明有效的活动、项目

或服务，是否真的具有能证明其有效性的功能？哪

些是被证明持续有效的广泛而不同的学习经验（如

寄宿制、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各种教学法、共同课程

经验等），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1.能挑战学生的思想和人。基本上这就是大学

教育的牛顿第一定律，其在学术、认知、心理、态度、

职业准备等方面均发挥作用。这个定律是：除非有

外力迫使他们改变状态或方向，否则他们将保持静

止或处于直线运动状态。在学生教育中，要有挑战

学生的外部力量，要呈现出与学生所持有或能够接

受的不同的想法、信仰、观点或教育情景。这些从外

部挑战学生的也可以是与学生想法、观点和信仰显

著不同的人。无论这些挑战的性质或来源是什么，

无论是教室内或教室外，只要这些挑战不是小到会

被忽略或大到不可接受，他们会以广泛深入的方式，

在学生头脑中引起知识、思想或信仰的改变，从而为

他们接受更加不同和复杂的思考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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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学生积极投入挑战。学生必须参与挑

战，投入精力解决由挑战带来的新旧思想之间的紧

张关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关于大学效果的研究，

最持久的发现是，学习不是一项观赏性活动。正如

一位同事所说：“要让海龟前进，就必须让它首先伸

出脖子。”要让学习发生，就必须让学生有意识地接

受挑战。投入程度越高，教育效果越好。

3. 在支持性环境中发生。在令人刺激的探索、

考试、试验和冒险环境中，学生更可能获得有效的教

育体验。在这种环境里，“失败”是可接受的，甚至是

在意料之中的。支持性环境提供适当的鼓励和指

导，帮助学生坚持探索、思考，并最终取得成功。支

持性机制还能协调学生对挑战的反应，以建设性和

有效的方式引导学生的反应。无论挑战是什么形式

或源于何处，支持性环境都能帮助学生保持持续挑

战所引发的学习与发展势头。然而，“支持”并不意

味着溺爱学生或让他们只是默默学习。支持意味着

要提供学生参与挑战所需的一切，并让他们从解决

挑战引起的紧张中获益。挑战和支持共同使学生的

有效教育体验成为可能。

4.鼓励在真实世界的积极学习。尽管有苏格拉

底，但今天最常见的教学方式仍然是教师讲课和小

组讨论，往往由助教领导。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只

是扮演被动角色，主要通过记忆和回忆来学习。从

20世纪 90年代起，积极教学开始出现，利用学生的兴

趣和动机，让他们参加到和他人一起学习的活动中

去，如在团队中互相学习。通过积极学习，学生通常

学会处理现实世界（或模拟世界）的问题，这些问题

通常没有正确答案或解决方案。经验方法在所有这

些方面都会更加有效，还能促进学生发展出问题识

别、批判性思维、评估证据、发展替代性想法、容忍不

同看法等思维能力。

5.有他人参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可以是独自

的活动如阅读、学习、观看艺术或观察；然而更常见

的情况是当学生与其他人（老师和同学）互动时更容

易出现挑战。当学生在面临同伴群体中的不同价值

观、态度和行为而要做出接受和拒绝的选择时，挑战

就会积累起来并催生挑战。小组还可以为解决挑战

带来的冲突提供支持。

6.鼓励主动反思。反思之所以比经验引起更多

关注，主要是因为反思有多重作用，有很多不同应用

形式和应用领域，涉及很多过程。梅休和其他学者

指出，为学生提供“反思的机会”对有效教学和有效

学习至关重要。这是根据研究得到的结论。确实，

反思是服务学习类课程的一个特点。人们已经合理

地证明，在问题学习、生活学习、多元化体验、参与教

师研究项目等学习中，都存在反思学习。研究文献

表明，反思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都有积极影响。然

而，反思在学习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有其合理逻

辑依据：任何概念或行为变化发生时，人都需要考

虑，在这个特定知识背景中，“新”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当把注意力从具体经验对具体结果的影响转移

到明显有效经验的共同特点时，无论这些经验和结

果是什么，这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转变。这意味着，

要采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如何改进教育对

学生体验的影响。从这个新视角得出的结论是，无

论是学校管理者、教职员工，还是学校组织，在促进

学生学习和发展方面做的任何工作，都要具有上述 6
个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特征，而且越多越好。这样

的教育工作才会有效。相反人们就可以怀疑其教育

效果及其对时间、精力和资源的需要。

这个视角改变也使人们可以怀疑所谓“最佳实

践”的价值，无论这些最佳实践是活动、方案还是政

策。这些活动、方案或政策可能在某个学校运行良

好，但不一定适合另外一所学校和学生。在思考和

决策中应用这 6个特点可以提高灵活性和创造性，鼓

励产生许多（也许是新颖的）替代方案来改善某个特

定教育效果。通过为可能方案或强化措施创造出新

途径，新视角可以产生更适合本校的新想法，而不必

模仿其他学校的做法。由于这些新想法是由更熟悉

本校历史、文化、环境、人事、资源的管理者和教师提

出来，因此在实施时这些本土思想就不太可能遭到

本校组织对变革的抵抗。

这 6个特点形成的新视角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我们假定本科生教育是所有高等学校的主要活动，

那么学校的每个部门（学术事务、学生事务、行政、财

务和业务、对外关系等）和校内所有单位和人员在某

种程度上都对实现学院核心使命负有某种直接或间

接责任。

在我们的两卷《大学如何影响学生》（1991年和

2005年）的第一卷中，帕斯卡雷拉和我建议，可以采

用“以学习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一种持续地系统地思

考各种替代性课程对学生学习活动影响的决策模

式。”对那些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学校或个人，无论

在何时何地，无论针对什么活动、项目和决策，这 6个
特点都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框架和标准。

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以来，很多因素已经改

42



中国高教研究 2021年第6期

变了世界各地高校的环境，而且这些环境不会因疫

情的消失而消失。因此所有教学和教育环境都要重

新构想和重新设计，那些为教学提供支持的单位和

职能也是如此。因此，要切实保持和提高效率，就要

对学校的所有职能领域和组织层次，进行根本性的

反思和创造性的适应。

对那些要面对学校当前及未来挑战和需要的人

来说，这个框架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在所设想的各

种方案中，哪个方案最能确保学生面对思想和人的

挑战？他们能参与这些挑战吗？他们是否会获得必

要的支持？他们会积极参与自己的学习吗？他们能

和他人合作学习吗？他们有机会反思自己所学的东

西吗？这些将会如何改变他们？

这里底线很简单：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是作为

教职员工，还是作为学术管理者），只要能让学生学

习具有上述 6个特点之一（最好是全部），我们就能有

效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Patrick T. Terenzini，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

荣誉教授，美国密歇根州 48109；赵炬明，华中科技

大学教授，湖北武汉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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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40 years of studying“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the author proposed an operational
framework with six characters in order to help college faculties and administrators promote student-center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which involve encounters with challenging ideas or people, require students’
active engagement with the challenge; occur in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encourage active real-world learning;
involve other people; invite or promote reflec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with this framework, facul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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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pushing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to go
global.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e author proposes building a five-sphere integrated culti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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