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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学校的主题lntegration，十分有价

值。

学科交叉很有意义，数字PET就是“学科交叉、

领域聚合、 产学贯通”的结果。

这里，主要谈谈学科交叉。

学科交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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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生新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社会

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需要学科交叉。

如，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现——DNA

双螺旋结构，大大推进了生物学科发展。一

位生物学家，两位物理学家，一位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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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参与研究，使学科产生新的生长点，

推进学科发展。

如伯克利在植物、生物化学交叉研究的基

础上，产生了生物学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新的研

究方向，发展了生物学。

华中科技大学通过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科

大跨度交叉，开辟了网络新闻传播方向，发展

了新闻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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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交叉学科。

如，面对数据处理难题，电子工

程、数学、语言学等学科交叉，产生

了计算机学科。

还有生物化学、物理化学、教育

哲学、数量经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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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物理学家、量子论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

克深刻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

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

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

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

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岳漫宇、王小理《知识、技术和社会的会聚》，

《光明日报》2017年2月8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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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对客观世

界的认识由浅入深，因而科学、教育发展有

一个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学科交叉是当代社会和

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本质是科学的创新。

科学、教育发展过程体现在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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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高度综合—高度分化—高度

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

大学学科结构：单科—多科—综合；

大学功能：教学—教学科研—学研产；

大学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人文

教育和科学教育相融合。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

1.学科发展：

高度综合：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科学处于一个朦胧的综合期。自然哲学。

高度分化：19世纪，自然科学达4126门。

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20世纪80年

代，在中观层次已发展形成了5550门学科，其

中交叉学科2581门，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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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学科结构：

大学学科结构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经过

了由单科—多科—综合的过程。

如：哈佛、牛津，从文理学院到综合性

大学；MIT、伯克利从技术学院到综合性。

现在，大学学科的综合性、集聚性，为

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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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的功能：

教学：最早的大学，其功能为教学，主要

培养僧侣。

教学科研：从柏林大学提出开始，教师、

学生共同开展研究，在研究中学习。

学研产：随着科学发展，科学知识与实际

应用关系越来越密切，发现、发明和开发、建

造形成一体，因此，走向学、研、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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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学教育：

人文教育：最早的大学教育，以人文教育为

主，主要设置人文学科，如文学、法学、神学。

科学教育：近300年来，自然学科迅速发展，

大学教育以科学教育为主，并产生了人文与科学

的分裂。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知识经济需要兼

具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人才，呼唤两者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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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

在学科交叉研究中通过知识对流，

模式组合，方法碰撞，理论互鉴等，

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推进

科学和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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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面临的困难：

观念滞后；

现有学科组织制度导致人才流动、资源

共享困难；

同行评价、评价单一性，导致考核评价

的障碍；

学科文化封闭；

多学科背景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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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变观念。

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

思想开放，跨学科发展。

学术自由，相信学者。

重点建设，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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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网状化的学科组织制度。

单一的学科组织与学科交叉之间的矛

盾，已成为世界性难题，大家都在探索。

改进现有学科组织，使之具有开放性。

建立跨学科组织，并处理好与原有学

科组织的关系。

允许教师双聘，开放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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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单一的评价制度。

在同行专家评价的基础上，探索

多学科评价；

建立交叉学科形成、确立的评价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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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开放、多元的学科文化。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文化，其文

化都有自身的优势。

通过学科交叉、学者互动，在学科文

化中搭建桥梁，建设多元学科文化。

美国的学生资源中心； 日本的学生支

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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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人才。

在本科学生培养中，鼓励跨学科

专业辅修；

本科、硕士、博士选修不同的学

科（田长霖先生的设想）；

博士后的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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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学科交叉牵一发而动全

身。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学科

交叉，从而建设好一流学科、一流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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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