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来袁我国一些高校纷纷设置书院组织袁
现代书院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袁 其价值日益

凸显遥 我国现代大学的书院制袁一方面袁沿用了我

国古代书院的名称袁吸取了古代书院的文化精神曰
另一方面袁 也学习借鉴了西方住宿学院的教育经

验袁为我国高校发展提供了新助力遥 作为人才培养

模式的新探索袁书院制虽发展态势良好袁但也存在

着理念尧组织尧文化等方面的困境袁需要在理念尧组
织尧文化等方面实现创新融合遥

一尧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发展特征

我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袁 而现代

大学书院则大多是在新世纪以后才得到重视并不

断发展的遥 与我国古代书院和西方住宿学院相比袁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基于野后天发展冶的客观现实袁

采用了野嵌入式冶的推进策略袁体现了追求自身发

展的行动自觉遥

渊一冤基于野后天发展冶的客观现实

在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袁 中国古代书院师

生共同生活袁关系平等民主袁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实

现讲学尧研究尧藏书尧祭祀等活动遥 书院以传承传统

文化袁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为使命袁发挥饱学之

士的学术领袖作用袁进行学术引领尧修身齐家平天

下遥 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袁 书院融学术研

究尧德性修养尧文化传承尧日常生活于一体袁文化生

活与社会生活浑然一体遥 在历史上袁住宿学院也是

西方大学组织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遥 中世纪住宿

学院最初是为附近学生提供住宿的慈善机构[1]遥 住

宿学院制是剑桥大学的特色袁 在七百多年的历史

中是成长的袁不是创造的[2]渊P29冤遥 住宿学院设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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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是无奈之举袁中间也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过程袁后
来逐步走向成熟遥

我国现代大学的书院组织袁如清华大学尧复旦

大学尧西安交通大学尧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置的

书院袁都是先有大学袁后有书院遥 与我国古代书院

和国外高校住宿学院的野自然生长冶相比袁我国现

代大学书院普遍需要面对 野后天发展冶 的客观现

实袁这就决定了书院在物理空间尧组织结构尧通识

课程等方面需要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推进策略遥

渊二冤野嵌入式冶的推进策略

基于我国现代大学书院野后天发展冶这一客观

现实譹訛袁我国各高校的绝大部分书院采取了野嵌入

式冶的推进策略袁即在物理空间尧组织结构尧通识课

程等方面嵌入书院制度遥
1.物理空间的嵌入

我国古代书院一般都有讲堂尧藏书楼尧斋舍和

祀祠袁讲堂的用途是书院教学活动袁藏书楼的用途

是书院藏书袁斋舍的用途是师生栖息袁祀祠的用途

是祭祀遥 有些书院还有名人学者的碑刻等袁让人感

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遥 岳麓书院就有讲堂尧藏
书楼尧御书楼尧文庙尧六君子堂尧船山祠尧碑廊尧百泉

轩等袁实现书院的各项功能遥 西方住宿学院也有各

类建筑袁野总有一个相当大的食堂噎噎总有几条长

的厢房噎噎原则上总有一座礼拜堂噎噎再侧便是

图书馆噎噎最后袁学院恐怕都少不了一座大酒窖冶[2]

渊P32冤遥正因为是野后天发展冶袁我国现代大学并没有

与书院相应的物理空间袁于是袁高校在不同程度上

都对原有建筑进行改造以满足书院建设的需要遥
汕头大学尧复旦大学等高校袁多是对学生宿舍区进

行改造袁腾出特定楼层或相关空间进行书院建设遥
如设有健身房尧心理咨询及宣泄室尧咖啡吧尧图书

室或小书吧尧小型广场或舞台尧工作坊等袁服务于

学生的身心发展尧人际交往尧学术交流等遥
2.组织功能的嵌入

西方大学有住宿学院和大学院系两套系统袁
各有自身的组织运作遥 西方大学正是依靠住宿学

院与大学院系两套系统的互相交融袁 实现自己的

使命遥 住宿学院制包括导师制和寄宿制两个核心

要素袁寄宿制注重对学生的纪律约束和环境熏陶袁

导师制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和学业指点袁 两者

相辅相成[3]遥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充分借鉴了住宿制和导师

制袁进行了组织功能的野嵌入冶遥 在原有组织结构的

基础上袁学校成立书院工作委员会袁负责研究制订

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尧书院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袁
并具体负责书院的日常运行管理遥 一些学校专门

设立新机构统筹书院建设袁 还有一些学校依托原

有学院组织袁实行书院和学院对接遥 着眼于书院的

通识教育和导师制等的实施袁 大学书院设立导师

管理委员会尧教学管理委员会等分支机构遥 着眼于

学生的自主管理和书院文化活动袁 大学书院设立

党团等学生组织袁强化野宿区冶等基层组织渊野宿区冶
是由一定数量的学生宿舍组成冤遥 大学书院以野宿
区冶为单位开展书院文化活动袁让学生在生活中增

加对书院的文化认同遥 国内外大学书院在学生方

面的成功经验是成立相关的学生组织袁 书院有自

己的学生管理委员会袁 负责策划统筹书院全年的

活动袁并提供学生参与的机会遥 强大的学生组织被

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遥
3.通识课程的嵌入

西方住宿学院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注重通识

教育遥 美国桑塔克鲁兹大学的理想就是以住宿学

院为主袁在住宿学院里有教室尧宿舍尧生活空间等袁
这样有利于实施通识教育和生活辅导袁 不同住宿

学院之间实现松散的联合[4]遥 中国古代书院注重传

统文化袁把以德育人的野明道冶尧野传道冶作为办学宗

旨袁 教育的内容以现代教育视角看也属通识教育

的范畴遥 古代书院采用野会讲冶方式袁不同学派自由

讲学袁充分体现出野百家争鸣冶的特色遥
通识教育的涵盖面广袁容量大遥 现代大学原本

就有通识教育的课程袁 大学书院的通识教育更多

在于强化和补充遥 书院在学校既有教育计划的前

提下袁嵌入通识课程尧书院讲堂等遥 华东师范大学

在书院发展过程中袁 保持原有的通识教育必修课

程袁增加了文化传承类课程和数学统计类课程遥 清

华大学在书院发展过程中袁以野文明与价值冶为主

线袁既开设了历史尧哲学尧艺术和新生研讨课等人

文通识课程袁也开设了物理学尧文科数学等数理通

识课程袁并通过有效研讨尧师生互动尧学科交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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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提升通识教育的实效遥 复旦大学在书院发展

过程中袁 开设中国文明文化史和西方文明文化史

等通识课程袁在书院推出野通识综合教育计划冶袁进
行核心课程尧讨论课改革遥

渊三冤追求自身发展的行动自觉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既不是简单复制古代传统

书院袁也不是机械模仿西方住宿学院袁而是扎根中

国大地袁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经验袁促进高校的人

才培养遥
西安交通大学 2005 年试办文治苑袁开始探索

建设现代大学书院袁2006 年建设彭康书院袁其后陆

续增建了七个书院袁书院建设格局不断得到发展遥
复旦大学 2005 年成立复旦学院袁其后成立五个书

院袁2012 开始全面试点书院遥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年建立孟宪承书院袁探索野课程教育与养成教育冶
相融合的新模式袁致力于创新师范生培养机制遥 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从 2012 年起陆续建设四个书院袁
以书院建设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袁 构建创新人才培

养的文化课堂袁 着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

能力袁持续构建教室之外的学术共同体遥 苏州大学

2011 年成立敬文书院袁后来成立唐文治书院袁积极

探索卓越人才培养模式遥 清华大学 2014 年建立新

雅书院袁实施野通识教育垣养成教育冶的综合教育改

革袁旨在培养野志向远大尧文理兼修尧能力突出尧开
拓创新冶的精英人才袁被认为是中国大学探索创新

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举措遥 肩负教育改革使

命的南方科技大学袁 建校之初就将书院作为人才

培养的重要举措袁 高起点与高定位的书院建设令

人瞩目譺訛遥
西方著名高校如剑桥大学尧牛津大学尧哈佛大

学尧 耶鲁大学等袁 实行住宿学院制的人才培养模

式袁极大促进了人才培养袁形成住宿学院制的鲜明

特色遥 尤其是我国香港中文大学成功实行书院制袁
促使教育界高度关注现代大学的书院建设遥 清华

大学尧 西安交通大学尧 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书院建

设袁从不同侧面回应了教育现状中的短板袁体现了

这些高校一直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自

觉探索袁展现了实现自身使命的努力遥

二尧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发展的困境

渊一冤教育理念的困境

教育理念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师生对书院野全面

发展冶教育理念的不认同遥 我国现代大学是在学习

西方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袁 教师在学科培养体

系的长期影响下袁普遍存在专业至上的教育理念遥
这种教育理念重视学科和专业袁 崇尚专业知识和

专业技能袁造成学生野读大学就是学好专业袁只有

学好专业才能更好就业和发展冶的观念遥 这与大学

书院大力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矛盾遥 对

书院野全面发展冶的教育理念不理解不认同袁结果

导致师生缺乏书院建设的自觉行动袁 对书院通识

教育尧导师制尧自主管理等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遥

图 1 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

如图 1 所示袁 从学校教育教学情况的整体视

角看袁 横轴的教育教学参与包括了课堂内与课堂

外袁纵轴的学生发展包括了专业发展与社会发展袁
两条主轴上的互动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情况院野课堂

内要专业发展冶尧野课堂外要社会发展冶尧野课堂外要
专业发展冶尧野课堂外要社会发展冶遥 反观我国的教

育实践现状袁 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堂外教育投入不

均尧相互割裂是不争的事实遥 课堂教育是系统的袁
课外教育是碎片化尧非系统的遥 大学书院就是面对

大学课堂外教育存在的缺失而进行的遥 大学书院

通过系统化的设计袁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袁重构教

育系统袁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遥 两

种教育理念的相互冲突袁 使得大学书院建设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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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学生中处在无力状态袁 更多依靠教育工作者

自身的努力和自觉遥 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采

用什么样的教育模式袁 让学生更好掌握知识提升

能力遥 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袁教育的重点是培养

熟练劳动者以促进制造的发展曰 当经济增长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袁出于对创新驱动的依靠袁教育的重

点是加强通识教育[5]遥

渊二冤组织壁垒的困境

书院制野难冶在与现代大学运行模式的有机结

合袁包括建立高效的书院运行组织机构尧学生事务

人员的专业化尧拓展学生宿舍功能等袁弥补现代大

学以学科尧专业为中心的教育缺陷[6]遥 书院作为我

国现代大学创新发展的产物袁 必然会与原有的以

学科为中心的管理组织产生冲突和矛盾遥 在原有

组织结构中袁教师尧学生分属于不同专业尧学科袁按
照学院渊系别冤要要要专业要要要年级要要要班级进行组

织遥 大学书院建设袁不管是设立专门的新机构以统

筹书院建设袁 还是依托原有组织实行书院和学院

对接袁都必然面对既有组织壁垒的困境遥 复旦学院

书院发展过程中袁就面临组织管理机构的衔接尧部
门合作与分工等问题[7]遥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发展历程袁同样需要面对原有组织壁垒遥 高等教

育大众化实现的过程袁 就是破解原有组织壁垒障

碍的过程遥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袁将传统的高度

统一的组织改变为多样化的组织袁 在此过程中组

织变革既是结果,也是手段[8]遥
与西方大学发展成熟的住宿学院制相比袁我

国现代大学书院还处于起步阶段袁任重而道远遥 当

前大学书院的组织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院 一是学

院书院相对应袁组织结构在原有基础进行变革袁组
织成员身兼书院学院相应职能曰 二是学院书院相

互独立袁另行成立书院组织机构袁在运行中注重协

同配合遥 对比这两种情况袁各有利弊袁第一种情况

有利于协同资源袁包括人力尧物力等资源的调配袁
但不利于学生的多学科交流曰 第二种情况有利于

学生的多学科交流袁 但教师的协同以及资源调配

成为主要问题遥 大部分高校的书院还处于试点阶

段袁一些采取大学一年级学生入学就进入书院袁然
后进入学院选取专业曰 一些采取部分学生根据志

愿或者学校安排在入校时进入某个野书院冶袁一些

同学则不是书院学生遥 建设初期大部分书院采取

学生野混住冶模式袁打破原有的专业背景袁混编进入

不同书院或同一书院的不同宿区遥 为了便于生活

园区工作的开展袁 书院建立了社区委员会要要要各

职能部门要要要楼栋长要要要楼层要要要宿舍长的组织

架构遥 生活园区学生组织的建立袁有利于书院学生

活动的开展袁 但也出现与原有学生组织的协同问

题遥 在学院书院相对应的组织结构中袁教师的教育

管理对象如以专业进行划分袁野宿区冶 的混住无疑

增加工作难度曰如以野宿区冶进行划分袁与专业的衔

接增加难度曰考核评价仍然是专业学科体系袁无法

体现书院成效袁 考核评价体系的滞后严重影响教

师工作的积极性遥 另外袁数字化信息的滞后也增加

教师和学生的工作难度遥 在学院书院相互独立的

组织结构中袁 书院组织自成体系袁 前述问题不明

显袁困难和问题是多头管理而归属不清曰另外由于

书院新部门的成立袁机构增设带来的职责不清尧重
叠袁书院与学院的协调与沟通成为主要问题遥

渊三冤文化内涵的困境

书院文化内涵的困境之一是书院文化的贫

乏遥 书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既需要师生持续的共

同营造袁又需要发挥其凝聚师生精神的独特作用遥
西方大学的住宿学院和我国香港中文大学的书

院袁之所以吸引世界各地学生前往求学袁根源在于

具有鲜明特色的书院文化吸引力遥 相比之下袁一些

高校书院里虽然建起了健身房尧咖啡吧尧导师工作

室等袁但是书院文化内涵尚未体现出来遥 古代书院

同时具备生活空间和教育空间两个功能袁 现代大

学书院只体现了传统书院的空间形式袁 教育和生

活两者依然是分离的[9]遥 现代大学书院一段时间内

给人的感受野依然是空的冶遥 此问题直指书院文化

内涵的问题院只见到大学书院的野壳冶袁不见大学书

院文化内涵的野核冶遥 对于大学书院袁形成富有文化

底蕴与精神内核的书院文化袁还需长期的过程遥
书院文化内涵的困境还体现在不同书院之间

的文化趋同遥 书院文化建设重点之一是形成书院

的特色袁或者说是个性遥 正如每一个活生生的学生

个体袁会有不同的兴趣尧不同的发展需要遥 书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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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鲜活的袁为学生发展提供选择遥 不管是剑桥大

学袁还是香港中文大学袁各个书院独具特色袁成为

校园宝贵的财富遥 可以这样理解袁书院内各个组织

以及活动具有特色袁 可以为学生提供广泛选择和

帮助遥 书院的个性与特色袁既为学生进入书院前提

供不一样的选择袁 也为进入书院后提供不一样的

参与遥 当前各高校的书院虽然有各具特色的书院

名称尧院训等袁但学生对书院的感受并没有不一样

的特色袁 学生感受到的是趋同的生活功能和活动

功能遥 另外袁书院通识课程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袁
存在内容缺乏尧不成体系尧质量不高等问题袁甚至

沦落为野水课冶遥 根据已有的成功经验以及大学生

心智发展特点袁 书院通识教育应贯穿于大学整个

学习生涯袁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遥

三尧现代大学书院发展展望

现代大学书院的进一步发展袁野融合冶 是必然

趋势袁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袁实现教育理念的融合曰
推进深化袁实现教育组织的融合曰丰富内涵建设袁
推进大学文化的融合遥

渊一冤加强顶层设计袁实现教育理念的融合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建设是各高校的自觉行

动袁国家相关文件没有提及袁结果导致开展书院建

设的学校步履蹒跚袁未有开展的学校驻足观望袁开
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没有很好解决袁 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不足遥 也由于现代大学书院是新生事物袁师
生对书院有着观望尧犹豫尧甚至怀疑袁其根本原因

在于教育理念的差异遥 不同学校尧不同岗位对现代

大学书院抱有不同态度袁 对书院的组织架构看法

不一袁这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来逐步解决遥 从国

家层面看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尧战略构想和路

径选择等袁党中央尧国务院及政府部门有着野顶层

设计冶的责任[10]遥综观我国现代大学书院的发展袁实
施的还只是小部分袁大部分学校处于观望状态袁取
得成效也只在少数高校中袁原因正是野没有自上而

下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冶[11]遥
对于教育的理解袁 有学者强调教育的精髓就

是帮助人们发现自己袁强调书院的习惯尧文化尧建

筑和节律等因素的重要性袁野决不亚于正式而系统

的教育本身冶譻訛遥 书院教育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袁学生

在大学书院不但学习某门学科知识袁 而且学习思

想方法袁甚至学习一种生活方式遥 通过书院建设袁
构建新的教育模式袁 强调实现学生综合素质和专

业技能的均衡发展袁通过导师制尧通识教育尧文化

活动尧自主管理等袁实现师生尧生生之间良性互动袁
达到寓教育于生活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遥 我国各高

校的书院建设袁成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尧实现大学

使命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效补充遥
现代大学书院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遥 如果将

每一个高校看成一个系统袁 大学书院建设需要学

工尧教务和后勤等职能部门的协同推进袁尤其是书

院师生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遥 大学书院建设的

系统推进袁需要处理好校内的顶层设计尧中层推动

与基层创新三方面的关系遥 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

发挥中层推动和基层创新的作用袁 在基层创新的

过程中推动顶层设计的发展遥 物理空间成为一些

学校推进书院建设的瓶颈袁或苦于经费不足袁或苦

于无法改造遥 如南方科技大学从建校之初就进行

全面设计的高校毕竟凤毛麟角袁 而像汕头大学等

通过学校顶层设计实施后期系统建设的高校必将

越来越多遥 通识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袁学院书院野两
张皮冶的现象导致一些高校为了防止 野专业人才冶
流失袁完成通识教育课程后还开会宣扬专业教育袁
根本原因就是教育理念的冲突遥 野复旦学院通识教

育袁名不副实冶[12]遥野不仅仅是复旦学院袁肇庆学院书

院制也存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不成体系等问题冶
[13]遥由此可以看出袁书院建设要在物理空间尧文化内

涵等方面得到推进袁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袁实现教育

理念的融合袁从而推动师生的深度参与遥

渊二冤推进深化袁实现教育组织的融合

要转变历史悠久的组织运作方式和发展方向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遥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建设

大部分采取渐进式变革袁复旦大学尧汕头大学等高

校在实践过程中都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遥 进

行一项改革措施袁先试点后推广袁是推进改革的成

功做法[14]遥 附着改革探索的推进袁现代大学书院的

推广工作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有传承袁有突破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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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袁实现试点和推广之间的互动与延续遥 书院与

学院渊系冤协同育人是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袁通过

推行多元的导师制度尧深化野宿区冶文化建设尧完善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袁 无疑能在既有专业教育基础

上更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遥 在书院建设过程中袁
一些高校增设了很多行政机构袁 与原有机构没有

形成联动机制袁导致效率低下曰还有书院之间缺乏

协同共享袁导致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遥 书院建设

的深化袁关键要实现教育组织的融合袁形成互补共

进的格局袁 做到书院学院的组织不重叠袁 也不脱

节遥 西安交通大学尧复旦大学等高校在书院运作初

期袁将书院相关人员的人事关系归属于院系实体袁
其结果是书院必须协调好与院系之间的关系[15]遥在
悠久的历史发展中袁 剑桥大学每个成员都有双重

的身份袁一个属于大学袁一个属于学院袁这双重的

身份有时是统一和谐的袁有时分离甚至冲突[2]渊P23-
24冤遥 如何既要实现功能袁与现实又不产生冲突袁采
取委员会的方式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遥 大学

书院在建设过程中袁需要合理设立机构袁做到既能

明确责任以保障推进而又不产生机构臃肿问题遥
我国高校实行传统的院校两级学生管理模式袁大
学书院的组织融合需要协调好书院与学院渊系冤学
生管理组织结构的关系遥 大学书院的深化袁需要进

行组织重塑袁构建书院尧学院育人过程各有侧重的

模式袁形成育人的联动格局遥

渊三冤丰富内涵建设袁推进大学文化的融合

文化既是一所大学的灵魂袁也是书院的灵魂遥
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袁也是潜移默化尧
润物无声的遥 书院文化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袁
书院文化要成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袁 更是

具有挑战性遥
当前我国探索书院建设的高校袁 主要是学习

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建设经验遥 香港中文大学从

创校至今悠久的书院传统中袁形成了九个书院袁风
格各异尧特色鲜明遥 特色尧方向尧气质已深刻烙印在

师生身上袁成就了香港中文大学今天的卓越遥 香港

中文大学书院制建设的成功袁 为我国现代大学书

院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遥
现代大学书院的个性与特色袁 可以通过通识

教育内容选择与实施尧 校园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等

途径来实现遥 通识课程野融入冶原有课程体系关键

有二院一是内容的选取袁二是实施途径的选择遥 通

识课程的内容选取要避免一蹴而就的心态遥 通识

课程既需要考虑社会的需求袁 也需要考虑专业发

展的弥补性袁构建书院的通识课程体系曰尤其是不

同年级的递进发展袁 从而促进书院整体特色的形

成遥 通识课程实施途径的选择方面袁由于课时等条

件的客观限制袁 组织实施上应该是构建开放型的

课程体系袁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曰实现方式

也应该更加多样袁比如讲座尧沙龙等袁不拘于传统

的课堂袁构建小而精尧灵活便利的微型讲堂曰尤其

是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作用袁充
分利用书院生活空间遥

教育是一种包括科学在内的活动袁 在教育过

程中对问题的探究与教育科学是一致的[16]遥大学书

院建设要避免出现重复建设尧资源浪费的现象袁更
要避免产生文化的冲突与割裂遥 大学书院要成为

学生学习尧生活及交流互动的场所袁需要通过丰富

且有吸引力的书院文化活动来实现遥 通过文化活

动袁推动师生尧生生之间的沟通袁促进相互之间的

交往袁从而为学生带来稳定的人际关系遥 大学书院

通过书院活动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袁 提高沟通能

力尧组织能力尧领导能力等遥 学习古代书院袁现代大

学书院的建设关键是形成一个集生活功能和文化

功能于一体的复合空间遥 惟此袁后天发展的大学书

院通过长期的内涵建设才能成为大学的有机组成

部分遥
我国现代大学的书院袁 是各高校追求自身发

展自觉行动的产物袁深入发展尚有很长的路遥 野嵌
入式冶 的推进策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袁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在所难免遥 现代大学

书院的进一步发展袁野融合冶是必然趋势遥 大学书院

成为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袁 是书院生命力和价值

体现的必然袁需要长期努力遥

注院
淤 南方科技大学等少数高校从创校开始就进行书院的

整体设计袁从全国整体建设情况看袁普遍还是出于自

身发展尧教育使命等诸多因素后期进行建设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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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a爷s Modern Academies: Characteristics,
Predicament and Prospects

YU Dong-sheng, PENG Yuan-w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袁430074)

Abstract: Compared with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and Western residential colleg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cademies in China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野late development冶; they take 野embedded冶
promotion strategy and consciously pursue self-development. As in China爷s modern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came before
academies, most academies in China爷s universities choose 野embedded冶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More specifically, they renovate existing buildings, establish academy committee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野embed冶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 school爷s curriculum. As a new thing,
modern academies are getting increasingly better, but have many difficulties in concept id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al
barrier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academies, 野integration冶 is the trend. On the one
hand, more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op-level design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concept. On the
other hand, deepening reform should be promoted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Finally, more
efforts should be put i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Key words: academies of universities; late development; embedded pattern; organization and reshape; academy
culture

譺訛 高校书院情况是根据实地考察和书院网站介绍整理

而成遥
譻訛 艾伦窑麦克法兰强调应当灌输价值观尧道德体系尧礼仪

风度等袁尤其是无形的生活态度或习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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