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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任了上海师范大学和华
东师范大学校长后，俞立中出任
上海纽约大学首任校长。上海纽
约大学是一所具有双重身份的大
学，既是教育部正式批准的、中美
两所高水平大学合作举办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和学位授予权的国
际化大学，同时也是纽约大学全
球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要达到
与纽约大学相同的质量和水平。
因此，这被寄予着中国高等教育
改革“试验田”的厚望，在招生上，
中国学生必须参加高考，但有别
于仅以高考成绩作为评价标准的
录取方式。

俞立中说，上海纽约大学创
建的意义不在于中国又多了一所
大学，它的价值体现在“探索”“改
革”和“创新”上。上海纽约大学
旨在建成一所世界级的，多元文
化融合，文理工学科兼有的研究
性大学，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同
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的典范，这
条路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走。

作为一个探索者，俞立中在
上海纽约大学的6年里没有寒暑
假概念。这些年里，他和同事们
把更多的心血投入到以建设一流
本科教育为核心的学校发展中，
体现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和
一流的培养模式。他和常务副校

长杰弗里·雷蒙，必须在学校发展
的关键问题上取得共识，他戏称
为“这好比两个身体一个脑袋”。
中美双方的充分沟通，相互理解，
齐心协力按照高标准实现学术目
标和培养目标，是学校发展、学生
成才的基础。

2017年的初夏，这里走出了
首届毕业生。当时，中国学生的
就业率是100%，其中，49%直接就
业，51%去世界一流大学攻读研究
生，有9名学生还拿到全额奖学金
直接攻读博士。从传统评价标准
来看，第二届毕业生的成绩单则
比首届学生更为漂亮。坦率地
说，这让俞立中颇感欣慰和自豪，
但他看重的不仅是这些数字。

“我们的学生富有创造力，适
应性强，对于如何打造未来，有自
己的想法，他们很清楚自己究竟想
要什么，该怎么努力，这一点，特别
的珍贵。”在俞立中看来，上海纽约
大学的创建对推动教育改革与发
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帮
助学生构建正确人生观，发挥着积
极影响。上海纽约大学也为中国
走向世界，培养了一批了解中国、
热爱中国、乐于搭建中国与世界纽
带的各国青年。因而，他也一直不
吝赞扬学生们就是和学校一起成
长起来的“先驱者”，并深信学校的

“探索、改革、创新”精神也一定融
入他们的DNA。

实际上，上海纽约大学的探
索与前进，也始终为大家分享，向
本土教育开放。从上海纽约大学
陆家嘴校区2014年建成后，仅校
办接待的各类来访人员就有两三
万人。更为直接的是，从办学的
第一个学期开始，华东师大每学
期在上海纽约大学全程听课的教
师有20位左右。这样近距离、全
过程的观摩学习，大家都觉得受
益匪浅。通过比较和思考，他们
也对自己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
方式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建议，这
正是华东师大合作举办上海纽约
大学的目的之一。而今，这项“福
利”也已经辐射到上海的几所市
属高校。

在上海纽约大学办学过程
中，俞立中个人也希望继续总结
经验，以期更好地为我们自己本
土的高等教育发展和创新服务，
使之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的40年给了我们
这一辈很大的舞台。改革开放再
出发，这是又一个生机勃勃的大时
代。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更好的机
遇，也提出诸多挑战。只有勇者，
在机遇面前才会直面挑战，通向成
功的彼岸。”俞立中寄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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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仅仅改变了自我，更将 成就更多的时代青年
关心学生发展，与学生沟通

互动，亦是深烙下俞立中鲜明风
格和人格魅力的管理之道。在
他先后担任三所大学校长的时
光里，他总是紧跟时代潮流，玩
转得了 BBS、人人网、微博、微信
等各种社交软件，他也是上海第
一位开通微博并实名认证的大
学校长，直接与学生对话，并在
毕业季里总是自愿站成“一座雕
塑”，乐呵呵地与毕业生合影。
不知不觉间，他也早已被学生们
誉为了“最亲民校长”“最有魅力
的校长”。

其实，从自己进入大学读书
开始，无论是后来的留学，还是出
任校长，俞立中亲历的正是改革
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复苏、发
展和提升。学生规模和教师队
伍的扩大、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
的提升、校舍条件和校园环境的
改观，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这无
不让俞立中深切感受着中国高
等教育飞速发展的宏大图景和
时代脉搏。他由衷感叹，中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在世界范围来说
都是最快的。

根据教育部的披露，近五年
来，中国教育上了一个大台阶，人
们的需求也发生质量型的转型。
过去人们是想上学，现在人们想
上好学。据统计，中国高等教育
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40%，预期到
2020年要突破50%，进入普及化高

等教育阶段。由此，对教育也提
出了新的要求：要进一步加快教
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要
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要
向农村倾斜，向薄弱学校倾斜，向
贫困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

俞立中说：“在中国高等教育
进程中，已形成了公办大学、民办
大学、中外合作大学‘三驾马车’
共同驱动的格局。”中外合作办学
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内地学
生上大学，过去只有“出境留学”
和“内地升学”两种选择，“中外合
作办学”则提供了第三条路径。

截至今年6月，正在开展的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2342
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共
1090个。与此同时，今秋，伴随着
昆山杜克大学首届本科生的入
学，“不出国的留学”大家庭里迎
来最新一名成员。至此，经教育
部批准，以独立法人形式开办的
中外合作大学已有9所，其中一半
以上落户长三角地区。

“诚然，这些改革中的教育，
诉说的是教育事业取得的长足发
展和进步，但我们不应该把注意
力仅仅关注在学校、合作项目数
量上的变化，更应该关注的是在
办学质量方面、水平方面、特色方
面的提升。”在俞立中看来，这是
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质量、水
平和特色的凸显，首先要体现在
创新人才的培养上。

“同样，我们也不能一味去追
求发表多少论文，而是要更多叩
问，研究的成果能否推进社会进
步，社会文明和人类发展。这其
中需要创新来驱动，从而把中国
的高等教育的水平和科研的水平
拉升到新高度，使之更具国际竞
争力，而不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模
式去面向新问题和新挑战。”俞立
中强调，不同的发展阶段，着眼的
重点是不同的，如若在新的发展
阶段还是按照老的思维方式，那
终究会走向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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