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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在１９世纪初提出了大学“教育与科研合

一”的原则，这为高校“双一流”建设中“何谓一流人才、怎样培养一流人才”的

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思路，即通过具体的科研（教学）活动培养富有“科学

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是“产生知识的社会

活动”，通过考察科学活动的各主要环节，认为科学精神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批判精神、求真精神、求实精神、竞争协作和创新超越精神。培养科学精神需

要提高广大师生对科学精神重要性的认识，搭建更为广阔的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相融通的育人平台，开展求真、求实与求新相结合的科研（教学）活动，实

施面向科学精神培养的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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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日益为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所关

注，并大致发展出三种研究框架：一是“双一流”建设的内涵与特征研究。比较典型的

有：眭依凡和李芳莹对“一流学科”进行了理性解读［１］，杨岭和毕宪顺厘清了“双一流”

建设的基本内涵、本质和特征［２］。二是“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思考与实践路径研究。



比如，“铸建中国特色的大学理念”［３］、“制定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战略”［４］、“创新国

际人才治理方式”［５］、“提高科技资源配置绩效”［６］等。三是“双一流”建设的评价体

系研究，如“清理‘四唯’创新‘双一流’建设评价”［７］，“第三方评价的实施构想”［８］等。

总体来说，上述三种研究框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高校“双一流”建设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但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 “科学精神”培

养的关注与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就高校“双一流”建设与科学精神培养问题进行

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体包括：（１）从德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洪堡提出的“教育与科

研合一”的原则谈起，探讨高校“双一流”建设与科学精神培养的内在关联；（２）把科学

看作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通过考察科学活动的各主要环节，理解科学精神的构

成要素及内涵；（３）在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中，获取培养科学精神的灵感，进而构建

科学精神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一、科学精神与“双一流”建设的内在关联

（一）洪堡原则：教育与科研合一

大学在诞生之初是功能单一的教学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传播和解释权威经典，科

研、发现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即使像培根提出的实验科学，当时虽在社会上广为传

播，但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却对之视而不见。１９世纪初，洪堡痛感于大学的守旧，

首次提出“高等学术机构的作用，由内而观之，在于沟通客观的学术和个人的

修养”［９］２２２。

在洪堡看来，“个人修养”是一种“精神力量”，比如“想象力生机勃发，精神深邃，意

志坚强，整个言行一致”［１０］２８。这种“精神力量”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蕴含着创造

性，“在人类隐蔽的、仿佛带有神秘色彩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力量是真正进行创造的原

则”［１１］２８。二是贮存着认知性，“从内向外控制着所有既存材料，把材料转变为思想或者

使材料隶从于思想”［１１］２９。洪堡主张，提高“修养”才是大学的根本目标，而非仅仅传授

知识。

洪堡还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将其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途径。洪堡认为，“个

人修养”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而“科学研究”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活动，两者具有

“内在”的一致性。更为关键的是，“个人修养”具有创造性和认知性，而“科学研究”是

一种集批判性、创造性和认知性于一体的复杂思维活动，因而通过“科学研究”唤醒和发

展“个人修养”是可能的［１２］。这样，洪堡就完成了“教育与科研合一”的理论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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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用主义对洪堡原则的改造

洪堡秉承“教育与科研合一”的原则主导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也由此成为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典范。１９世纪中叶，美国把柏林大

学的教育理念引入了大学，然而“德国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模式在传入美国之前都经过了

重大的调整，以便能够适应美国的环境”［１３］１１３。在美国，实用主义是主流思潮，认为理论

和原则只是一种工具，其价值取决于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因此，尽管美国的一些大学引

入并践行了洪堡原则，但更像是被实用主义改造了的洪堡原则。其结果是“当实用主义

和科学研究联姻时，科学研究无益于实现洪堡主张的通过科研实现人的本质规定性，从

而科研的教化作用被消解”［１２］。

１９世纪末，美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加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

导致人们对科学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此时，美国的大部分高校都按照社会的需求设

置专业和课程，大批量地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实用人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教育与

科研合一”的基础不复存在，即通过“科学研究”唤醒和发展“个人修养”的适用范围越

来越窄，效果也越来越弱。

（三）“双一流”背景下洪堡原则的回归

新中国进行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探索，取得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巨大成就。与此相对应，我们的高等教育也从“追求体量和规模世

界第一”向“追求质量和内涵世界第一”转变。２０１５年，国务院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内涵式发展的新时代。

习近平同志在２０１６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

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有鉴于此，高校“双一流”建设必须要解决好“何

谓一流人才、怎样培养一流人才”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竞争力，国民的科学精神则是构成科技竞争力的基础。“双一流”

建设正是为新时代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做出的战略决策。因此，有理由认为培养“科学精神”是培养“一流人才”的必

然要求，也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更好、更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迫切

需要。

科学精神所包含的求真求实、批判创新等内涵，非常类似于洪堡所提出的“个人修

养”。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４２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９８所）几乎都是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双一流”建设

背景下，洪堡原则也许能够为“一流人才”的培养提供思路。一方面，“双一流”大学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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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使命，并且二者可以“合二为一”，这为“怎样培养一流人才”找

到了答案。另一方面，科学精神的培养对高校“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求真求实、

批判创新等科学精神作为“内化”到个体的精神气质，必然对良好学风、校风的培育发挥

积极作用，进一步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迈上新台阶。

二、科学精神的构成及其内涵

科学精神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种历时的特性

启示我们：对科学精神内涵及其构成的把握，必须回归其源头，即科学发展（活动）的历

史－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取培养科学精神的灵感，进而构建科学精神培养的

途径与方法。

（一）科学：知识还是过程？

长久以来，人们倾向于把科学当作一个名词来看待，将其视为反映客观事物本质

规律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比如，科学“是人们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

分科的知识体系”（《现代汉语词典》，１９７８年版），“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

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苏联《大百科全书》）。但随着认识的不

断深化，人们发现这种“静态知识说”只是科学达成的结果并不是科学本身。于是，

“动态过程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该学说认为科学是创造知识、追求真理的过程，

而非知识、事实的汇集。对此，保加利亚学者伏尔科夫写到，“科学本身不是知识，而

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生产”［１４］４５。实际上，“动态过程说”与“静态知识

说”并不矛盾，前者是科学发展（活动）所经过的程序或阶段，后者则是在特定历史阶

段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本文基于“动态过程说”，分析科学精神的构成要素及其

内涵。

（二）科学发展（活动）的历时性考察

自古希腊起，哲学家们主要秉承着“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该

思维模式具有以下特征：（１）外在性。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外在的，世界万物是独立于

“我”这个主体的。（２）对象性。以“我”为主体，除此之外的一切事物都被视为客体，即

是被“我”认识和征服的对象。（３）主客统一性。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体施加“手

段”进而认识和征服客体，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一般而言，科学发展（活动）大致有

以下几个阶段（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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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科学活动的过程

１．发现问题。科学研究是为解决问题或澄清问题开展的，这就要求科学活动的主

体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努力发现问题的线索和症结。比如，１８世纪末，“热质说”被认为

是牢不可破的。该理论认为热的本质是“无质量、无体积的流质”，这种流质能够从高温

物体“传导”至低温物体，高温物体消耗了“热质”而温度降低，低温物体吸收了“热质”

而温度升高。１７９７年，英国物理学家伦福德发现，在给加农炮钻孔时，短时间内产生了

大量的热，炮筒、钻头和铁屑的温度都急剧上升。这个现象是“热质说”无法解释的，于

是伦福德就发现了问题，找到了该问题的线索和症结。

２．建立初步假设。伦福德基于自己的观察对“热质说”提出了质疑，并对加农炮钻

孔时热量的来源展开了合理的推测，这就是科学活动的第二步，即建立初步假设。他认

为热的来源并不是流质的传导，而是物体（这里指钻头和炮筒）的相互摩擦。这一假设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必须通过科学实验加以验证。

３．形成理论假说。第三步即是对假设加以验证，进而形成合理的理论假说。伦福

德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实验，实验结果均与“热质说”相矛盾。伦福德在验证实验结束

后形成了他的理论假说，即“热是一种运动的形式，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这在后来被

称为“热动说”。

４．验证结论。科学理论的更替不是一蹴而就的，伦福德的“热动说”受到了“热质

说”支持者的种种非议。因此，对该结论必须加以检验。１７９９年，英国物理学家戴维将

两块冰放在一个真空容器中，通过相互摩擦使其溶解为水，结果水的比热比冰还高。戴

维一系列的验证实验为“热动说”的确立与“热质说”的崩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

英国物理学家焦耳花了近４０年时间，一共做了４００多次实验，才发现了热和能量之间的

关系，彻底摧毁了“热质说”，“热动说”取得最终胜利。

（三）科学精神的构成要素及其内涵

从图１可以看出，科学精神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批判质疑精神、求真精神、求实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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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竞争协作和创新超越精神。

１．批判质疑精神。科学问题的发现源于科学活动主体的批判与质疑精神。因此，

科学精神就是批判质疑精神。这就要求主体既要善于捕捉意外或反常的现象，对其可

能具有的重要意义保持敏感性，又要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有对意外或反常现象进行批

判性思考的习惯，能够发现问题的线索与症结。

２．求真精神。面对科学研究中的意外或反常现象，主体需要具备求真的精神，形成

对科学问题的“初步假设”。在检验中，主体应提高警惕，避免让观察和解释受到“初步

假设”的影响，一旦发现矛盾的事实，应能及时对“初步假设”加以修正或果断丢弃。

３．求实精神。在“形成理论假说”阶段，主体需要具备求实的精神。“理论假说”不

是随心所欲地杜撰，必须源于经验材料，并通过实验的检验。

４．竞争协作和创新超越精神。竞争协作和创新超越精神在科学活动中占据重要地

位。罗伯特·默顿认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有四种，分别是：普遍性、公有性、无偏见

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１５］７１２。其中，普遍性和公有性规定了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科学问

题的发现与解决通常依赖于研究主体的密切配合和团队协作。同时，科学活动的主体

必须有竞争、超越的精神，在协作中不屈从附和，以追求真理为目标。

三、科学精神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前文把科学看作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通过历时性地考察科学发展（活动）的

主要阶段或程序，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科学精神的构成及其内涵，而且能带来一些重

要启示。主要包括：（１）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主体的精神气质，是科学发展的推动力，它

不仅需要传播和弘扬，更需要建构和培养；（２）科学精神并非是抽象的观念体系，它寓于

具体的科学活动之中。根据以上所述，提出如下科学精神培养的可能途径与方法。

（一）提高广大师生对科学精神重要性的认识

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在现有的科学教育实践中，人们往往更加注重科学知识的传

授，忽视了对科学精神的培养与传承。“科学精神的培养是科学教育中更为薄弱的环

节，宝贵的科学精神在科学教育中常常白白地流失掉。”［１６］具体表现在：一是在教学中主

要讲授原理型、规律型的科学知识，通常是直接告诉学生现成的结论，不给学生探索的

空间；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鼓励学生怀疑批判，学生主要是墨守成规地背公式、

记模型；三是很少或根本不开展“做中学”、动手实验等教学活动，学生体验不到真实的

科学探索的乐趣。有鉴于此，当务之急是纠正这种片面重视“科学知识”而轻视“科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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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培养的做法，提高师生对“科学精神”重要性的认识。建议通过校园刊物、广播、各类

公众号等，传播一些典型的科学故事，营造良好的富有科学精神内涵的校园文化氛围；

将科学精神培养的内容纳入到教师专业发展的标准中，要求教师在职前培训中重视对

科学精神培养的研究与学习。

（二）搭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通的育人平台

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互动互补、互融互通的。自近代

以来，科学主义极度膨胀，人类对工具理性顶礼拜膜，导致了如胡塞尔所说的“欧洲的科

学危机”。其典型症状是：只重视“数学化和物理化”，而无视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

文因素，并最终导致科学与人文由融通走向分野。人文精神是人类的自我关怀，它不仅

关注科学的逻辑问题，更关注尊严、审美、伦理和人生的意义等价值问题。“人文为科学

发展引路和导航，科学发展离不开人文之光的普照”［１７］，也就是说，人文精神对于科学精

神的培养具有基础性的肯定和塑造作用。

据观察，２０１７年公布的“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高校名单中，理工科院校和学科

的数量远多于文科院校和人文学科。高校“双一流”建设若想取得实效，培养出更多

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一流人才”，必须“文理工”协同发展，搭建更为广阔的科学

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通的育人平台。一方面，纯理工类院校要对教学体系进行调整。

比如，可以在公共基础课中增加人文学科的比例，普遍开设人文学科的选修课、专题讲

座等。另一方面，综合性大学应当认真分析已有学科和专业的特色、优势和局限，寻找

文、理、工间的结合点，形成新型的交叉学科，努力让人文学科成为理工类学科的“内

生性学科”。比如，南京邮电大学充分发挥学校信息学科优势，强化文、理、工学科的

协同创新，以“信息文科”建设项目为载体，明晰建设项目与依托学科关系、学科建设

目标、跨学科协作方式，梳理学科发展思路、明确学科方向，构建了八大“信息文科”学

科群。

（三）加强求真、求实与求新相结合的科研（教学）活动

科学精神的建构与培养离不开科学研究与学习，必须构建起求真、求实与求新相结

合的科研活动体系。首先，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注重通过实验的形式向学生展示获取

知识的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发散思维，鼓励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其次，通

过建立“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大学生参加科研项目。导师应在求真、求实、求新方面做

出表率，让学生体会到科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最后，充分利用大学生课外活动，组织

实施形式多样的科技创新活动，提高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热爱科

学、崇尚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并倡导求真求实、求新和求善的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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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面向科学精神培养的过程性评价

实施面向科学精神培养的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有别于终结性评价，它是在教学

过程中完成的，其目的是帮助或促进学生潜能和创造性的发展。为此，应重视对学生学习

过程的观测，大致包括，“学生是否积极参与和独立思考，是否勇于批判和质疑，在探究过

程中是否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品格和毅力，是否坚持不迷信、不盲从、唯真理是论，

等等”［１８］。对于符合科学精神的行为，在评价的时候应给予更多的赞赏、表扬。

参考文献：

［１］眭依凡，李芳莹．“学科”还是“领域”：“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概念的理性解读［Ｊ］．高

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８（４）：２３－３３．

［２］杨岭，毕宪顺．“双一流”建设的内涵与基本特征［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７（４）：２４－３０．

［３］李文．“双一流”背景下中国大学理念的反思与铸建［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９（７）：４９－５３．

［４］别敦荣．“双一流”建设与大学战略［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９（７）：１－７．

［５］刘路，钟周，ＣＯＡＴＥＳＨ．“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国际人才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应对策略［Ｊ］．中

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９（９）：４２－４７．

［６］李石勇，王春梅．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助推“双一流”建设路径研究：高等教育科技资源配置视角［Ｊ］．

高教探索，２０１９（２）：１３－２２．

［７］王战军，刘静，乔刚．清理“四唯”呼唤“双一流”建设评价创新［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９（１）：１６－１９．

［８］陈恩伦，龚洪．“双一流”建设第三方评价的实施构想［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８（３）：４４－５０．

［９］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３版［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０］洪堡．论国家的作用［Ｍ］．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１］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４．

［１２］朱宇波，谢安邦．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统一”原则及其在美国现代大学中的改造［Ｊ］．教师教育研

究，２０１２（２）：２６－３２．

［１３］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Ｍ］．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夏禹龙．科学学基础［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５］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Ｍ］．唐少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梁树森．论科学精神的培养［Ｊ］．教育研究，２０００（６）：５１－５３．

［１７］张兴国．科学精神视域中的科学发展观与大学教育［Ｊ］．河北学刊，２０１１（６）：１８８－１９０．

［１８］何善亮．论科学精神的养育策略［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１）：５６－６０．
（责任编辑：张秀宁）

２８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ｐｉｒｉｔ

ＬＩＵＭｅｎｇ１，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２，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３，ＺＨＡＮＧＧａｎｇｙａｏ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ａＧｅｒｍ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ｉｃｈｐｒｏ
ｖｉｄｅｄ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ｗｈａｔｉｓ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ａｔｉｓ，ｈｏｗｔｏ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ｒｉｃｈ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ｒｅｇａｒｄ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ｉｎｋ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ｕｔｈ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ｐｉｒｉ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ｓｐｉｒｉｔ．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ｐｉｒｉｔ
ｎｅｅｄ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ａｍｏ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ｕｉｌｄａｂｒｏａｄｅ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
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ａｎｄｎｏｖｅｌｔｙ，ａｎｄ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ｐｉｒｉ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３８第６期 刘　蒙等：高校“双一流”建设与科学精神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