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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由弗莱克斯纳撰写，它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高等教育著作

之一。他的批判性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大学，而现代大学观则是这种视角的具体体现。

大学的学分制、课程设置、专业设置、服务职能以及学术自由等观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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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written by Flexner, is one of the famous works of higher 
education. His critical thinking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mod-
ern university view is the embodiment of his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s of credit system, curri-
culum setting, faculty setting, service funct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of universities have impor-
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can provide us with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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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三十年代，亚罕伯拉·弗莱克斯纳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大学的全面研究，发现它们各自

的特色与不足，并将其结合起来，著成了《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这本书为当时美国

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盛行提供了有力的反驳，在高等教育领域享有重要的地位，也吸引了

很多著名学者、校长以及报刊杂志的注意。作者通过三个不同国家的知名大学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了

大学的特点、功能和运行机制，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文将弗莱克

斯纳对美国大学的批判具体展开阐述，可以做到以史为镜，鉴照古今，以期对当前我国大学的发展与改

革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启迪、借鉴。 

2. 弗莱克斯纳及《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1866~1959)是一位卓越的教育思想家，他以其独到的视角和

洞察力，为美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推动该领域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家庭

教育上，父母希望他能够在学术上做出成就，弗莱克斯纳的母亲时常在孩子们面前提起“我们的孩子将

证明我们”[1]。在路易斯维尔市图书馆，他结交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的多元化的学者与专家，他们

的观点多样、见解独特，而且他本身对书籍的热爱更是无以复加，从文学、历史等多种角度汲取精华，

使得他的视野得以扩展，并获得了丰富多元的知识。1884 年，弗莱克斯纳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被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录取，两年学业结束后，他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成为了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在大学时期

非常欣赏吉尔曼校长的教育理念。1890 年，弗莱克斯纳学校应运而生，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对他创办

的学校表示赞赏。弗莱克斯纳在 1905 年决定离开他的学院，前往哈佛大学深造，以获得更多的教育理论

知识。1906 年秋天，他来到柏林大学，深刻领略到“大学是科学研究之所”的精髓，从而获得了更深刻

的认识。1907 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美国学院》，在其中，他对当时的选课制度、讲座制度以及助

教职位提出了强烈的质疑。1930 年，《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出版，它深入探讨了英国、美

国和德国三国大学的优劣势，并以大量文字揭示了美国高等教育中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弊端，从而提

出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大学观。弗莱克斯纳构建的现代大学观尽管还有一定的理想成分，最后他的思想没

有完全实现，但对现代大学来说仍并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对于建设“双一流”

高校也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2]。陈洪捷教授强调“建构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当然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

它自然会具有乌托邦的成分。”[3]《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被誉为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著作，它不仅是“大学典型的批判性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部深入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杰作[4]。
本文旨在阅读过《现在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后，对照著作具体分析美国高校中存在的优缺点，

从而对我国高校的建设起到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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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弗莱克斯纳对美国大学的批判 

弗莱克斯纳在对美国大学的评价中，首先阐明了“大学”的本质。他断言，大学是一种有意识地致

力于探索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审慎评估成果以及培养出具备高素质的人才的机构。他强调了大学的重

要性，并且认可它的功能和作用。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的地位比其他机构更为重要，它不仅可以提升

知识水平，激发理性思维，还能够创造和维护真正的优势，因此，它应该是所有机构中最具影响力的，

美国大学的地位和性质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平的象征，代表着美国文明的发展历程。在书中，对美国大学

的批判主要从学分制、课程、专业这三个方面展开对美国大学的批判。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美国经

历了巨大的变革，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政治的进步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的

兴起，并且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功利性和职业性日益凸显，而大学也开

始走上一条以实用目的为导向的道路，这与弗莱克斯纳关于大学的理念背道而驰。“世俗”的影响深远，

大学管理过于实用主义，教学与科研的低俗化也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弗莱克斯纳也指出，“美国的

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喧闹”，正确的价值观却未能得到保持，在此条件下，弗莱克斯纳反对美国的高等教

育中过于“喧嚣”，认为应当重新审视大学的角色，避免让它们陷入无谓的负担中，从而使其脱离正常

的发展轨道。 

3.1. “便捷”的学分制与无原则的课程设置 

在大学中盲目采取“学分制”导致毕业生通常缺乏活力、缺乏深厚的学识和远见卓识，这导致了学

生智力水平的低下。在这一制度下，四年的学习内容被划分为若干个部分，每部分都会给出相应的学分，

学生们可以轻松地获取到相应的学分，并通过这些学分顺利毕业。“掌握一小块知识比掌握知识整体要

容易”的学分不仅能够证明学生的学习成果，而且还能够为教师、学生带来极大的便利，使得学习变得

更加容易。但这不仅无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反而会削弱他们的智力投入。学分制存在着明显

缺陷，即过度强调学习成绩，从而导致了对教育目标缺乏全面完整的、全面的理解。学生对于所学的课

程并不在乎它能为自己带来多少收获，只关心获取的学分数值。 
在大学课程中引入“实质性”课程，扰乱了教学，牺牲了真正的教育，弗莱克斯纳极为抵制这种学

校课程设置。在书中“连锁商店”、“廉价货物买卖时期”、“五花八门的商品”“掺假稀释过程”是

弗莱克斯纳对于学院课程的讽刺性表达，他对美国学院的教育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

见解。他认为这样做不仅会浪费大量的教学资源和学生的宝贵时间，更会使真正的教育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课程设置上，他认为大学将教学和专业训练混为一体，更多的传授学生某种职业技能。弗莱克斯纳指

出，美国的医学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即将大学层次的教学和临床医学的教学分离，这种做法虽然看

起来像是在进行真正的专业教育，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非正确的专业观念。教育学的教学应该重视教学经

验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上，从而使得教育学的教育变得更加充实。弗莱克斯纳强调，大学应当将专业教

育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而非仅仅局限于职业教育。 

3.2. 大学存在失职与不合理的专业设置 

“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但美国的大学偏离了自己的职责。“大学”是一种有意识的

组织，旨在通过探索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客观评估成果以及培养出具备高素质的人才来实现其目标。

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育和研究，其中研究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这篇文章在科学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它强调了科研的实用价值，并且深入剖析了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基

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尽管“无用”在短期内可能看起来有用，但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不可预

测的变化，使基础理论研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他强调大学应该通过学术研究来提供社会服务，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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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方式，同时要在适度的范围内社会之间保持联系。他强调，大学必须跟上时代的步

伐，以满足当下的需要。他表示：“我一直坚持让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同时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在书中，他称赞化学家巴斯德对于研究和实践的态度，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在家禽、酿酒和化学等领域都

受到了高度评价，其独特的实践方法令人叹为观止。他既不会给养蚕人、葡萄酒酿造师、啤酒生产商以

及饲养家们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也不会教授任何与饲养、酿酒和饲养动物有关的知识，但提供了适可

而止的服务。因此，大学需要区分专业和职业，以一种客观的视角来审视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并以

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通过科研为社会发展提供技术和方法上的支持，以

实现“像一名科学家那样提供服务”的目标。 
专业设置着眼于眼前利益，不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服务”所涉及的家政、商业、新闻以及

教育等专业，均未经过严格的审核，无法满足大学的教育标准，因此无法纳入大学的管辖范围。尽管这

些学院都具备独特的价值，并且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但它们并不属于大学的范畴，因此应该由其他机构

来承担。有学者用舍恩反思实践专业教育理论反思了当代我国大学的专业设置中依然存在“低效”甚至

“无效”专业设置情况[5]，出现了专业质量教育问题，如教育学专业与非教育学专业背景在毕业后区分

不明显[6]。大学能够给予专业的，还有“适用于任何领域的智慧”，一种“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的情

况下学会运用判断，即学会变化、适应、融会贯通、批判、发明”的能力[7]。王军学者也赞同弗莱克斯

纳提出的专业智识教育，反对专业教育的应急功近利，支持大学培养知识作为基础的准专业人员[8]。由

于大学更加关注基础知识的学习，而这些学院(schools)更加强调实用性和经验积累，使得它们不再是大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大学不仅没有停止提供服务，反而它更加重视长远发展，致力于提供更加全面、

无私的服务，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及性课程不但破坏了其传统的教育理念，更是对

大学的一种贬低，甚至有人断言：“大学就是垃圾场。…在遵循职责的前提下，大学生才能胜任其它任

务……”。在大学里，所提供的专业课程都应包含丰富的知识。专业是一种学术性的领域，它植根于文

化和理想的深厚基础之中。专业的核心在于理解，而其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充分发挥智慧，并且能够灵活

地运用。”[9] 

3.3. 不正确的服务方式与学术自由氛围的缺失 

尽管大学系统和其他行业的合作对于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合作者

仍需要恪守相关的准则，以便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当这些联系处于正常的范围内，才

能够真正体现出大学的服务精神，否则，大学不仅会对自身造成损害而且无法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他看来，大学只是一种普遍的教育形式，大学应该在教育事业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而不是被过度依

赖；其他教育机构应该负责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服务。大学并非完全脱离社会，而是致力于探索社会的

复杂性，以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然而，大学通过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发挥作

用，并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以科学的视角来研究自然现象和客观世界，同时也要谨慎地参与政府机

构、社区居民、市政当局以及各种商会的实际行动。大学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个追随时尚潮流的场所，

而应该致力于满足社会的需求，并且不断努力实现自身的目标。如果公众把大学视为一个服务机构，从

长远来看，大学将会遭受损失而不是获得收益。弗莱克斯纳在大学的研究领域中，一直致力于推动“纯

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发展，并为之不懈努力。“纯研究”的课题必须是严肃的，并且具有深刻的意

义；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我们必须不计个人得失。无论研究发现的结论如何重要，我们都应该以客观的

视角来看待它们，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不仅可以深入探索各种复杂的现象，而

且还可以汇聚众多优秀的专业人士，从而满足其本质的需求，并且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及科技的进步。

因此，在大学里进行科学研究是非常有效的。大学不需要完成“包揽一切”的任务，有更多的责任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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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去推动“纯科学”的研究，以及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学者，以此来传承和发扬科学技术的精神。 
“刻意的结合”的建立并未能促进学者之间的自主性和合作，反而使得这些机构的名称与事实背道

而驰。尽管一些研究机构被授予庞大的学术职位，但它们仍然只是在某一个或两个特定领域进行实质性

的研究，而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可以推动它们继续前行。那些被称为无

聊的研究所并未给予学者足够的时间来探索、揭示真相，反而把他们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环境中，妨碍了

他们的自主性思考。因此，他强调，大学不仅应当接纳来自各种研究机构的专家，而且还应当培养出具

备真正的智慧与能力的学者，让他们在个人自主的前提下，通过非正式的沟通，共同探讨学术，推动社

会的发展。 

4. 弗莱克斯纳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批判的启示 

4.1. 大学自身的定位 

20 世纪初，弗莱克斯纳深感担心美国大学的喧嚣气氛可能会使其陷入混乱，从而导致它们无法找到

正确的发展道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他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见

解“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任何一位大学教育研究者和对大学教育有所思考的人依然还会从中汲取到丰富

的营养。”[10]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大学正在发生改变，一些著名的高校正在放弃其原有的理念，转

而追求更加现实的生活。大学应当成为一个聚集各种知识的殿堂，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探索和发展的平

台。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关注的不是追随时尚，而是明确自身的使命，并为之奋斗。 

4.2. 关于大学的研究职能 

弗莱克斯纳认为，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缺乏学术氛围的影响，而这种氛围需要历史的积淀才能得以

维持。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令其他国家羡慕不已。尽管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但国

民素质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在边远地区。随着时代的进步，实用主义在我国的流行也越来越明显，近

年来，大学里经济学科的热潮正在不断升温，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弗莱克斯纳的评论揭示了美国

大学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过度强调实用主义，而忽视了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从而使得

美国大学教育缺乏理性和创新。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持续创新能够极大地提升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准。在文

化的视野中，过分的专业化可能导致缺乏丰富的知识，让人感到肤浅、呆板，甚至失去了真正的人性。 

4.3. 关于大学的服务职能 

弗莱克斯纳强调，要把大学的使命和价值观融入到教育中，让学生们在探索知识的同时，也能够体

会到大学的精神和价值。尽管服务社会在中国大学中的表现不及美国大学，这令人遗憾，但也让我们感

到欣慰。应当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和谐的态度来审视我国高校的服务职责。大学应该为社会

做出贡献，但是，像美国的大学那样做似乎有些超出了合理范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思想强调了一

种构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像科学家一样提供服务”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4.4. 关于学分制和课程设置问题 

中国的高校正在逐步实施学分制。毫无疑问，学分制给教师、学生和大学管理者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当我们探讨学分制度时，通常会重点关注它的积极影响。经过深入研究弗莱克斯纳的思想，我们发现，

学分制并非完美无缺，它只能提供一定的便捷和效率，但却无法完全保证质量，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学分

制的优势，从而提高教育质量。此外，当前我国处于和平繁荣年代，高等教育步入了普及化教育阶段，

大学职能的膨胀也成为现今大学的困扰问题。在我们的国家，许多高等院校都开设了各种类型的职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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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函授课程和学分制，甚至一些以获取收益为目标的企业也参与其中。弗莱克斯纳对美国高等教育的

批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5. 结语 

弗莱克斯纳一生见证了美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多种哲学与文化思想的争锋、进步主义与实用主义思

潮的盛行，面领着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与精神衰退互相矛盾的境地。他对美国大学的喧嚣氛围深感担心，

从而通过调查、观察对大学课程设置、专业设置等方面深入探讨，以独特的视角批判了美国大学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回应了美国大学中的不良之风，建构了内涵深厚、体系完整的现代大学理念，对当时的大

学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捍卫了大学的尊严。弗莱克斯纳的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理性与人文的光辉，

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有崇高的地位，但他的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颇有争议，我们应该有选择性的吸收，

让他的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发挥出警示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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