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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开始申报  

     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近日下发通知，决定开展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申报工作。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包括拔尖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三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改革试点项目

专业包括农学门类专业及农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申报高校应主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

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本校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优势与特色等，选择本校专业参与“卓越农林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 

  每所高校申报改革试点项目类型原则上不超过 2类，每类试点项目涉及专业不超过 4个。各省（区、市）遴选推荐的三类改革试

点项目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4项，其中，拔尖创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每省（区、市）不超过 1项（可缺项）。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4 年清华北大自主招生 不约而同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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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近千名考生参加清华自主招生复试。清华让高中生评论“老人倒地，到底扶不扶?”，北大则让高中生讨论“如何驱

散‘精神雾霾’?”。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类考题将引导孩子们反思道德滑坡，崇尚美好道德。据介绍，2014年全国报名参加清华普

通类自主招生的考生多达近两万人，经过初审、笔试，最终进入复试的仅有 900余名考生;报名参加清华自主招生“拔尖计划”的考生

达 3041名考生，“坚持”到复试的只有 83人。据此计算，清华自主招生的淘汰率目前已超过 95%，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本次清华的学科或专业面试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覆盖环境工程(含国际班)、医学实验班等 16个学科或专业，涉及 27个院系。

参加专业面试的学生有 300多人。 

清华招办主任于涵表示，本次自主招生选拔不预设录取比例，加分认定将综合评价学生的初审、初试和复试的表现。此外，清华专

为寒门学子设立的“自强计划”已选拔完毕，来自全国 20个省份的 111名寒门学子获得加分认定。 

（来源：北京日报) 

 

 

北大近四成毕业生去教育单位 清华近半进国企 

据新华网报道，直属高校已于近日分别在学校网站发布 2013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已于近日分别在学

校网站发布 2013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多少年来被莘莘学子期盼和向往。 

那么，在经过大学教育的洗礼之后，这些备受关注和期待的清华、北大毕业生又都去了哪儿？从两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分别发布

的《清华大学 2013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和《北京大学 2013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可以略窥一二。 

从总体就业情况上看，就业率均超 97% ，北大博士最低。2013 年，清华大学毕业生共 6644 人，总体就业率为 98.5%，其中，本

科毕业生就业为 98.1%,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98.7%,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99.1%；北京大学毕业生（含医学部）共 9071 人，总体就业率

为 97.44%，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97.37%,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97.88%,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96.49% 

2013 年被誉为“史上最难就业年”，《2013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从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4 月，被调查的 2013 届硕士

毕业生签约率仅为 26%，本科毕业生 35%，均比 2012 届同期低 10 个百分点以上。清华北大在这样的一年中仍然保持着高就业率，彰

显出它们作为老牌名校难以撼动的地位。 

（来源：广州日报） 

 



19 所高校互认慕课学分 

  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中文慕课平台“好大学在线”近日上线，面向全球提供中文在线课程，上海西南片 19所高校将互认慕课学分，

学生可借助此平台跨校辅修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好大学在线”平台首期有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新竹交通大学 4所大学参与，推出“粒子世界探秘”、“艺

术史”等 10门课程，对全球有学习意愿的人开放，其宗旨是“让所有人能上中国最好的大学”。该平台采用以短视频、强交互为特点

的慕课基本教学模式，建立基于云题库的练习和测试系统，支持学生的作业自评与互评功能。 

  上海西南片高校联合办学已 20年，“好大学在线”推出之际，19所高校签署慕课共建共享合作协议，建立基于慕课的课程共享及

学分互认机制，将慕课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学生不出校门就能跨校修读优质课程，获得第二专业学位。 

    （来源：中国教育报） 

 

【前沿】 

论教育科学：教育研究科学取向及其在中国的合理性建构 

自 19世纪以来，在西方科学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已经成为近代以来的共同主题。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存

在两条理路:一是在民主和科学的感召下以“顺应机制”试图推进全盘西化的“外在转化”之路:二是新儒家试图延续“同化机制”坚

持“中体西用”的“内在转化”之路。在“五四”科学精神的带动下，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从译介外国教育著作，通过实验和其他形

式的研究和消化，到开始向走自己独特研究道路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超出中国的世界性影响。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现实和传统文

化基因的双重压力之下，五四以后所形成的教育研究的科学规范和科学精神衰落之了。在内在转化这条道路上，在现实的强大冲击下，

新儒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性与情感、历史与价值的心灵冲突。当中国从“天下”的“中心”“沦为”“边缘化”的“民族国家”之

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中国教育自然生命的挽救无能为力. 但教育科学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教育应对时代挑战的不可或缺的教育

存在，教育研究的科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研究中的“天人合一”固然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终极价值，但是必须凭借一个中

介.没有经过科学理性思维的“天人合一”只能停留在必然王国。 



无论是教育研究内在的整体关联，或者是外在的现实取向，都要求中国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在中国现代教育研究中建构科学精神

和科学规范则要突显“人”的主动建构和“文”的情境性互动，以动态生成的观念超越中国传统惯有的“体”“用”思维，基于“视

界融合”，展开主体性的教育科学研究实践，通过“实验与改造’“深描”与优化教育问题和事实、通过“怀疑与争论”建构和生成

教育知识的真理性、通过“文本与话语”解释与表达教育理论合理性，从而克服内源性(以心智为中心)知识和外源性(以现实为中心)

知识的分离，避免思维的任化和权威的制约，增强对复杂教育情境的适应和适切性。 

 

高等教育国际化须警惕过度商业化 

  据媒体日前报道，国际大学协会（IAU）对 131 个国家的 1336 所大学就高等教育国际化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大

学有意实施国际化战略，其中 25％已在筹备中；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过度商业化”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风险。 

  国际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互联网的普及，高等教育加速推进国际交流，“高等教

育国际化”也由此应运而生。各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以及高校的战略规划纷纷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摆在了核心位置，通过合作办学和

项目、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学生输出和短期互访、管理理念和课程教材、区域性和全球性学术组织等形式，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进程中来。 

  然而，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过度商业性行为、资源发展不平衡、沽名钓誉、不正当竞争、

兜售贩卖文凭、学术造假等，逐渐偏离了通过国际合作提高学术水准、夯实科研能力、攻克学术难题的导向，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国

际化合作、交流、互惠的核心价值。 

  可以说，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深入，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商业化如影相随，只不过商业化的地域外延扩展了，不再局限于某一国

家、地区和大学，而是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商业行为。据悉，留学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2013 年来自留学生的经济收入就超过了 200 亿

美元，其中，中国留学生直接贡献了超过 44 亿美元，“留学经济”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新亮点。而欧洲、澳洲、东亚的一

些发达国家，正是看到巨额的经济利益空间，才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 

  在高等教育内部，许多大学为了“创收”，不惜降低学术标准，通过各种途径攫取财富，比如与欠发达国家开展合作办学，进行项

目、科研合作和人员交流，都受利益驱使，日趋商业化，实际意义上的指导和合作却相当有限。在此背景下，不少大学成了“证书工

厂”，尤其一些国外野鸡大学更是打着国际化的幌子招摇过市，出卖文凭，搅浑高等级教育留学市场。 

  其实，早在 2011 年，加拿大学者简·奈特在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上就曾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遭遇了“中年危机”的担忧，对高

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提出了批判，与此次国际大学协会调查的结果互相印证。 



    （来源：中国教育报) 

 

【电影】 

 

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The Hours）是 2002年奥斯卡获奖影片。故事讲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达

洛维夫人》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这个名

字：戴罗薇夫人。弗吉妮娅·伍尔芙(妮可·基德曼)，住在 1923年代的伦敦郊区布鲁姆斯伯利，开始写她生前最后一部小说《戴罗薇

夫人》(Mrs. Dalloway)，被写作的天才燃烧的同时，游走在疯狂的边缘。劳拉·布朗(朱丽安·摩尔)，一个生活在二战末期的洛杉矶

的家庭主妇，正在阅读《戴罗薇夫人》，这本书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天她正在准备她丈夫的生日派对，肚子里有他们的第二

个孩子，她却和弗吉妮娅笔下的戴罗薇夫人一样，萌生了自杀的愿望。克拉丽萨·沃甘(梅丽尔·斯特里普)，现代版的戴罗薇夫人，

一个女同性恋者.居住在 2001 年的纽约市，她深爱她的朋友理查德，一个才华横溢，却因艾滋病而濒死的诗人。理查德给她起的外号

也是戴罗薇夫人，因为她和戴罗薇夫人的名字一样，都是克拉丽萨。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在每个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

http://baike.baidu.com/view/168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23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01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5945.htm


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电影描述的是一条女性自我认知的道路。 

 

【书斋】 

 

旧制度与大革命 

    内容简介：《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

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 是凭空“思

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

土地清册、赋税簿 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

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 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

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作者简介：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



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

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次年

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 

【微语录】 

    @贾平凹：买书不要买豪华本，豪华本的书那是卖给不读书的人的。读书也不必只读纸做的书，山水可以读，云雨可以读，官场

可以读，商界可以读。 

 

    @泰戈尔：如果你把所有的谬误关在门外，真理也将被关在外面。 

 

【信念】 

 

信念 1：生活的累，一半源于生存，一半来自攀比。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面子”而活。 



 

信念 2：所谓安宁，就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时候，能不卑不亢地一边失去，一边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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