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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务、教育学 

学习 借鉴 提高 
——对美国佩斯大学高校管理的思考 

李恩 

（河北工程大学 审计处，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就中美课堂教学、博雅教育、学术自由等教学方面以及社会管理、社会责任与奉献、高

校治理结构等管理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梳理，旨在借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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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阔视野，提升我校中层干部的管理能力与

水平，我校派出以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杰同志为团

长、一行 15 名正处级干部组成的赴美国佩斯大学高

校管理学习考察团，从 2013 年 8 月 7 日启程，到 8

月 21 日返回，历时半个月。 

一、学习考察基本情况 

2013年 8月8日美国佩斯大学孔子学院林赛·贝

内老师讲授了“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美国高等教育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佩斯大学心理系、孔子学院院长朱

卫华教授讲授了“塑造成功：中美高等教育之比较”；

8 月 12 日上午与“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的中文助理教授、

中国项目统筹谭大立博士、国际项目顾问艾林博士

以及该院副院长就该院专业设置、留学生等情况进

行了座谈；8 月 19 日佩斯大学原教务长、副校长莫

秋富教授讲授了“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 朱卫华

教授讲授了“大学学历的价值”，还考察了哥伦比

亚大学、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乔治城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

麻省理工大学等，并在哈佛大学代表学校慰问了我

校“坐着轮椅上哈佛”的身残志坚的哈佛高访学者

郭晖博士。 

二、学习考察收获与体会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

“它山之石”都能攻“我山之玉”，因为国情不同、

校情不同，有些好的做法或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

不能照抄照搬。 

（一）教学方面 

1.课堂教学 

小班、讨论式（老师与学生基本处于平等地位）、

开放式、期末考试，这是美国大学生、研究生教学

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大班上课，尤其是基础课、

专业课大都是合班上课，笔者给会计学专业（本科）

讲授过《基础会计学》、《施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

会计》，都是 4.5 个班合班上课，150 人左右；讨论

式教学较少，大都是教师（主动）讲学生（被动）

听；期末考试必修课闭卷考，选修课开卷考或写小

论文。 

美国课堂教学方法，研究生教学可以借鉴，大

学生教学只能渗透其思想，不能为我所用，因为我

们的教师（人数）、教室（多少）、办学成本目前

都不允许。 

2.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被认为是西方大学教育的精髓，它体

现的是如何帮助一个即将步入社会承担公共职位的

人更好地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由公民。在

耶鲁大学，无论什么专业，每个学生都要学习来自

不同学科的课程，让学生的心智更全面的发展，他

的核心不是让你学了哪些知识、掌握了哪些技能，

而是让你学会独立思考，为以后从事各种职业打下

基础。 

我们的选修课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精神，但如何

利用我校综合大学的优势，做好文、理、工、管、

经、法、农、医、艺之间知识的合理组合与渗透，

值得研究和思考，尤其是目前大学生的写作水平、

逻辑思维能力急需提高和加强，从往届毕业生毕业

论文看，大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不是拼就是抄。 

3.学术自由 

在美国：学术界保护教授有独立选择自己研究

的自由，有选择教学内容和政治立场的自由，有教

授终身制保证学术自由，课堂教学时应小心或避谈

有争议的话题等等。而我们有的教师上课时牢骚

满腹。 

体会：学术自由不是讲课自由，不是你想上课

就上课，不想上课就不上课，教师上课应在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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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规定的地点按照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

容去讲，讲点课外知识或社会敏感问题可以，但应

该有理有据，不能不负责任、误导学生，给学生传

递负能量；教师有事儿，可以按照规定进行调课，

事先通知学生，绝对不能不辞而别。学校应加强师

德教育，规范教师的言行，使教师真正做到“为人

师表”；同时，学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教学过程每

一细节的监管。 

（二）管理方面 

1.社会管理 

在美所考察区域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们所

处河北地区大气污染严重，环境堪忧。当然美国主

要是高科技业、服务业，他们的工业大都转移到发

展中国家去生产。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我国

正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的发展肯定会伴随着

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但应加强监管并有效控制。 

在美所考察区域抽烟喝酒均受限制（饭店、宾

馆、公共场所不允许），并已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

我国虽有《国务院关于公共场所严禁吸烟的规定》，

但执行效果不佳。烟酒不仅浪费钱财，而且已成为

影响我国党政机关办事效率和公民身心健康的一

大痼疾，应借鉴美国做法，抽烟喝酒纳入法律规范

范围。 

在美所考察区域好多建筑古老而典雅，有的有

二、三百年的历史；我国建筑物平均寿命大概是三

十年左右，尤其是前几年到处乱拆乱建，更有甚者

喊出“大拆促大建”，“三年大变样”期间，有些

地方按拆除建筑物平米数多少对各县、区进行考核

排序，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建筑物的建设都是

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应受法律保护，不能说拆

就拆，寿命不到而拆除，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

大浪费，而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同样，美国大学校园建筑古老而典雅，校园大

多没有围墙，一所高校简直就是一个公园；而我国

前几年高校新校区建设铺天盖地，大有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其实一所大学不在楼有多么高、校区有多

么新、占地有多少亩，关键要有大师，要培养出优

秀的校友、生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社会服务效

果显著、民族文化传承、创新。 

2.社会责任与奉献 

佩斯大学的旁边是纽约市政厅，听接待我们的

陈老师讲，现在纽约市长每月 1 美分的工资。1美分

体现劳动所得，同时体现美国部分富豪们的社会责

任与奉献。想想我国的贪官们，享受着不菲的待遇，

却贪得无厌、不择手段，侵贪数额动辄几百、几千

万元，甚至上亿元。 

如何从制度上杜绝贪官的产生，如何提高中国

富豪们的奉献精神，不仅需要借鉴他国的制度与经

验，更需要借鉴他国的文化。 

3.文化、理念 

在美国公务员一说花钱大都说是花纳税人的

钱，而我国公务员一说花钱大都说是花国家的钱或

单位的钱，虽两三个字之差，体现服务理念不同。 

4.学生管理 

美国大学对学生的管理强调的是自律，学校有

学生服务中心，专门为学生提供服务；而我们有些

管理（服务）部门工作人员，办事态度生硬，解释

就是训辞。 

如何加强学生自律，如何切实提高管理（服务）

人员的服务意识，真正做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需要借鉴、更需要转变观念。 

5.高校治理结构 

美国高校治理结构有内外之分：高校内部治理

结构是校董会（或类似机构、法人）、校长、教授

和学生；高校外部有富豪和校友（出资者）、联邦

政府、州政府、基金会和专业认证协会，他们通过

对大学的直接资助或者监督评价关系而有力地约束

高校的行为，共同构成丰富的外部治理结构。而我

国高校（公办，下同）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内部治理有党委常委会、党政联席会、校

长办公会、职代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工会等，纵向党政有平行的两条线：党口有校党委、

院党委、系（部等）支部；政口有校长、院（处）

长、系主任（科长），另有监察、审计专职监督部

门。外部治理（监督）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国

家审计机关、纪委、监察等。按说我国高校有这么

多治理（监督）应该治理（监督）到位，然而，前

几年高校已成为我国新的腐败的“重灾区”。 

美国高校和企业一样，实行两权（所有权与经

营权）分离，校董会是法人，扮演着大学所有者的

角色，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共同扮演管

理者（经营者）的角色；而我国所有权与经营权没

有分离，校长是法人，即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权

利，又代表经营者行使管理者的权利。 

如何借鉴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成功经验，如何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完善治理结构” ，是摆在我们每一位高校管理者面

前的一大课题，不仅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精心设计，

更需要实际工作者去总结我国高校治理结构的不

足，只有这样方能“药到病除”。 
[责任编辑  王云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