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8 月上

（总第 303 期）
世 界 教 育 信 息

World Education Journal
No.8A，2012

General No.303

笔者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亲历了澳大利亚的

大学教育，感受颇深。 通过对中澳两国高校教育的

对比，发现二者有很大的区别。 澳大利亚高校教育

的内容、方式及培养方向，对我国高校教育改革具

有借鉴意义。

一、开放型的校园

澳大利亚的大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校园四周

没有围墙，人员进出学校方便、自由，而我国大学被高

墙铁栏包围，不免令人“望而生畏”，产生隔阂。另外，我

国的很多大学校园里都设有幼儿园、附属小学、附属

中学、医院、银行、商场等，形成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的

“独立王国”。这样就使得大学与外界隔离，形成自己封

闭的校园文化和教育环境。 在这种背景下，学生毕业

后进入社会， 势必会发现社会的生活和处世方式与

学校不同，此种差异会给学生带来或多或少的压力，
甚至会使他们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 于是，他们就需

要很长时间的适应和调整。 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

因就是中国的大学与现实社会普遍为相互独立的系

统，换言之，即大学教育没有真正融入到社会之中。
与我国大学不同， 澳大利亚的大学校园向全社

会开放，其与社会各个层面之间的交流是相互的、包

容的。大学即社会。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同时也在为步

入社会作准备，如自己去银行办理账户，申请奖学金

或政府贷款，联系实习单位或科研单位，自己向税务

局申请税号、年底纳税申报等，这些自立行为和社会

实践都为从学生转型为社会公民奠定了基础。 学生

尽量利用课余时间外出打工，尽早认识并了解社会，

在实践中体验生活，学会与人沟通。开放型校园为学

生开启了逐步融入社会的通道。

二、学生的自我管理

澳大利亚大学的新生入学时间基本不固定，每个

学期都有新生入学。 学校对学生并没有施行以班级为

形式的组织管理模式，而是学生自己根据每个学期的

排课计划和上课时间， 将课程申请表提交给学院，学

院受理同意后，学生根据自己的课程表去上课。 因此，
在同一个教室中上课的同学可能来自本专业，也可能

来自本学院的不同专业，甚至是其他学院的学生。 澳

大利亚的大学也不负责为学生提供住宿设施，学生大

都在校外租房，上课即来，下课即散，完全没有班级的

概念和组织形式。 另外，我在新生报道注册时，看到很

多社团的招新活动。 这些社团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
他们为了招收到新成员，花了很多心思，如音乐系的

学生举办演唱会来吸收新成员。各类社团或组织给人的

印象都是宽松、包容的，而且有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
相比之下，我国大学层级管理紧凑，形成固定

的班级、固定的宿舍，甚至是固定的社交圈，很多学

生四年的大学生活都仅限于宿舍———食 堂———课

堂的固定线路和模式，学生在无形中被管理成毫无

个性可言的复制品。

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中国大学的课堂模式基本都是老师在讲台上

讲课，学生在下面做笔记，课后复习，完成老师布置

的作业。 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学习被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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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比中澳高校教育，发现澳大利亚的校园具有开放性特点，学生以自我管理

为主，教学方式多样，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推行个性化教育等特点，这些

正是我国高校所不足的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亚教育的特色可以为我国高校教育今后

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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