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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个人团队合作能力强调心灵共享、知识共享和思维共享，它包含做人的能力和协同

做事的能力这两个层面。推进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是大学功能的内在要求，不仅能够有效提高个人的社会存在

性和助力个人发展，更能为国家复兴提供巨大的内生力量。目前，我国大学教育还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比如，

教育理念滞后、科研与教学失衡、学生性格的个人主义化和功利化、课程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不合理，等等，

这些问题对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为此，需要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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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应

对经济发展困境，纷纷提出了新的工业发展战略。

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德国的“工业 4.0”，

法国的“新工业法国”，英国的“英国工业 2050”

计划，日本的“日本再兴战略”，等等。这体现了

发达国家在全球掀起了一股以创新为核心的“再工

业化浪潮”，促使人类社会正孕育和步入一场新工

业革命(即工业 4.0)。发展中大国也不甘落后，2014

年印度提出“制造业国家战略”，2015 年中国提出

“中国制造 2025”计划。未来几十年，世界制造业

将进一步发展壮大并产生深远影响，拥有强大的、

资源丰源的制造业将成为 21 世纪强国的重要标  

志[1]。世界主要工业大国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战略行

为，凸显了它们正在围绕制造业展开激烈的战略竞

争，彰显了世界正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现在大

国之间的竞争，在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21 世纪以

来，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人才全球化，人才争夺已经

成为全球热点[2]。为此，加快推进我国大学人才的

培养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在我国大学人才培养

中，合作能力培养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21 世纪的

学生必须掌握四个方面的技能，其中团队合作是最

为重要的一项技能，它是计算机无法轻易替代的[3]。  

2013 年 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布鲁斯学会

联合发布的“学习指标专项任务”(LMTF)的 1 号研

究报告，也特别强调对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

为此，这里主要以工业 4.0 为背景，围绕大学生合

作能力的培养来展开探讨。 

二、合作能力的内涵：基于新工业革命的背景 

《新华字典》《古代汉语词典》中对“合作能

力”的释义为“同心协力做某事或共同创作的能

力”。吕晓俊认为，合作能力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作

用中以协作方式开展社会活动，最终达到彼此共同

目标的意图和技能表现[4]。这显示了合作能力包含

合作意识和合作技能两个基本方面。黄翠瑶则认

为，合作能力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实

现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

行动能力，它包含五个方面的能力素质：平等意识、

责任意识、沟通能力、诚信精神与宽容精神[5]。这

些对“合作能力”的界定大同小异，都是侧重于从

社会的视角，来进行一般性的概念界定，没有体现

事物发展的时代特性。事物总是在发展演变的，新

的时代总会赋予其新的内涵。合作能力的内涵也是

在发展演变的，现在人类社会正迈入新工业革命时

代，工业 4.0 必将赋予其新的内涵。因此，合作能

力的内涵既要有以上一般性的意蕴，同时也要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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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工业革命的时代特性。 

首先，团队工作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基本合作

模式。80%的《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中，至少有

一半以上的员工是以团队的方式工作，70%以上的

美国制造业公司运用工作团队[6]。在工业 4.0 的推

动下，团队工作模式将更加受到重视和普及。新工

业革命旨在利用网络互通信息，通过计算机、人工

智能的应用，使得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实现最

高程度的自动化[7]。“最高程度的自动化”就是智能

化。工业 4.0 的核心在于智能化，其最终目的是实

现生产活动的高度整合，使系统像人一样思考和协

同工作[8]。有学者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

是自由企业不断创造的新知识，财富创造的关键是

要知识充分发挥作用[9]。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扩展

的速度远远快于此前的工业革命，新技术呈指数级

扩展，知识爆炸式增长和快速传播[10]。这说明在工

业 4.0 的智能化时代，知识(包含信息和经验)在生产

要素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将超越资本逐渐成为

首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正式来临。人类工业革

命的历程证明，每达到一个新的工业发展阶段，产

品的技术复杂程度都会上升一两个台阶，同时也为

产品标准设置了更高的技术门槛[1]。现在人类社会

进入到工业 4.0 时代，一方面，在智能化技术标准

的条件下，产品(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的知识技术

系统变得十分复杂，往往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体

系；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长期的劳动分工，专

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主要专注于自己专业领域

的局部知识，这样，社会上的知识越来越分散，呈

碎片化状态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分布在单个人

和组织上)，整个社会呈“知识分裂”的特征。为此，

对于一个复杂智能化产品的创造和生产，个人或企

业组织一般都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知识体系的挑战，

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需要对社会分散的知识资源

进行重组、优化配置，以实现多学科的知识整合和

创造。因而，这需要一个由包含不同知识模块的众

多参与者组成知识分工(Knowledge Division)团队，

以团队合作的方式来应对此挑战。 

其次，团队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需要实现心

灵共享。古人云：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做任

何事情，都是从先做人开始。《大学》曰：“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从天子到

平民百姓，全都应该把修养个人的美德当成根本原

则。这也是“做人”的基础条件。为此，个人与他

人组成团队去工作时，首先要学会做人，塑造自己

的美德，完善自己的人格，以获得团队成员的信任，

因为信任是合作特别是持续合作的前提条件。有了

信任，才有可能在合作中形成“同心、同德”，产

生最大的合力。那么，具体来讲，在团队中如何“做

人”呢？《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想要让自己具有美德(有

美德才能得到团队成员的认可和信任)，就要先端正

自己的思想，而要思想端正，就要让自己的心态和

意念变得真诚。因此，团队成员在相处时，不能伪

装、虚伪、滑头，态度要诚恳、端正，内心要懂得

尊重、求同存异、宽容大度，真诚地敞开自己的心

灵，巧妙地寻找和创造共同话题，坦诚地、自由地

交流与沟通，与他人进行“交心”，在交流互动中

产生“共识”或“共鸣”，实现“心灵共享”，大家

能相互彼此地进入到对方内心世界，进而能让团队

成员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那端正的思想和真诚的

意念，从而在人际关系中催生信任资本。可见，心

灵共享也蕴含着合作精神。心灵共享的能力越强、

程度越高，彼此之间信任度也就越高。 

第三，团队工作需要实现知识共享。在传统的

工业化时代，资本是首要的生产要素，承担整合劳

动、知识、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功能。而在智

能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逐渐取代资本成为首要

的生产要素，相应地承担整合其他要素的功能。在

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体系

越完善、质量越高，其要素整合能力就越强，相应

地其产出效率也就越高。在工业 4.0 时代，个人、

企业等微观行为主体经常需要联合其他行为主体

以知识分工团队的方式来共同完成某件事情(一般

内含复杂知识体系)。这包含以下两种基本情况：一

是他知识不够，不知道怎么去做该事情，因此需要

组建团队；二是以他现有的知识知道怎么去做该事

情，但独自完成该事成本很高，效率低，因此需要

联合他人的力量来提高效率。对于第一种情况，就

需要他与其他团队成员基于信任，坦诚交流，各自

提供自己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来进行“知识共享”，

通过知识共享来整合所有团队成员所提供的不同

知识，把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而且，在成员思考

或协同思考的作用下，不同知识之间通过交互式作

用，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不断生成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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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能解决个体知识缺失的问题。对于第二种情

况，以他现有知识来做的话成本太高，这说明他的

知识存量和质量还只是局限在“知道去做”的层面，

还没有达到“高效率去做”的层面，即他知识存量

还是不够充足或质量还不够高，导致他知识的要素

整合能力不够强大，进而产出效率低，成本高。这

同样可以在基于信任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共享来充

实和完善知识体系、提高知识质量，然后再利用新

知识体系的力量及其要素整合功能来高效率地完

成该事情，降低成本。因而，团队工作需要通过心

灵共享，形成信任关系，然后进一步进行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的能力、程度越高，团队知识也就越丰富，

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从而体现了团队成

员的合作能力也越强。 

第四，团队工作需要实现思维共享。现在人类

社会正步入“思维共享”(mind-share)的世界，人与

人之间需要克服时空限制、文化冲突和性格差异，

采用创新型和关系型的方式进行协同思考，学会灵

活交流，有效影响(而非控制)他人，学会如何提出

各类问题，打开彼此之间的思路，寻找各种新的可

能性，进行巧妙合作，共同推动事业发展[11]。在知

识共享的过程中，客观存在而且也客观需要思维共

享，这二者相互促进和制约，能形成一个正反馈机

制，来推动知识的整合和创新以及思路的优化，进

而能有效地推进问题的创造性解决[12]。因此，成员

在团队中，在心灵共享、知识共享的基础上，要继

续主动作为，积极协助他人思考，巧妙地打开他人

思路，进行思维共享，拓展集体的思维，提高集体

思考力，使团队在更好的思路上充分利用知识来创

造性解决问题，实现共同目标。思维共享的能力、

程度越高，整个团队的思考力也就越高，创造性解

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合作效果也就越好，从而体

现了成员的合作能力越高。 

综上所述，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个体的团

队合作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做人”的

能力，这主要是在工作团队中，要有美德和完善的

人格，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亲和力，能做到

与成员“交心”，实现心灵共享，产生信任资本；

二是协同做事的能力，这是在第一个层面的基础

上，每个合作成员基于信任，通过知识共享和思维

共享及这二者的互动来推动知识的整合和创新以

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优化，以更好的思路和充足的知

识来创造性解决问题，高效率协同完成事情，实现

合作的目标。由此可知，个体的合作能力就是指个

体与其他相关行为主体，在工作或事业中，组成工

作团队，通过心灵共享、知识共享和思维共享，彼

此相互配合来创造性解决问题以实现共同目标的

一种协同行动能力，它包含三个方面的能力素质：

心灵共享、知识共享、思维共享。心灵共享使团队

成员形成心灵上或精神上的相互依赖和支持，知识

共享形成知识上的相互依赖和支持，思维共享形成

思考或思维上的相互依赖和支持，“三重相互依赖

和支持”使成员之间紧密相连，凝聚最大的合力来

进行协同创造性行动、协同解决问题以实现共同 

目标。 

三、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在激烈的大国竞争背景下，推进我国大学生合

作能力培养具有战略上的必要性，这至少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 推进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是提高个人社

会存在性和助力个人发展的需要 

人在本性上就是被这样设定的：他能够且必然

要接纳与他人和他物的联系，人的这种社会联系功

能使得个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13]。个体有

效的社会性存在是良好社会秩序形成和发展的微

观基础。对大学生进行合作能力培养，当他们走向

社会后，知道需要而且也懂得与他人相处，使得他

们具有强大的社会联系功能，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

环境中，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存在性，促进社会秩

序的发展。反之，如果不注重大学生的合作能力培

养，他们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后，由于合作能力差，

没有足够的社会联系功能，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

环境，就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行动，从而很容易遭到

社会排斥，产生孤独、忧郁感，感觉外在的社会与

自己无关，这无疑是严重削弱了他们的社会性存

在，进而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发展。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自然会去追求自己正

当的功名利禄和未来发展。追求发展，就需要有足

够的资源支撑，而社会经济资源是稀缺的，因而资

源的获取只有通过竞争，谁的竞争力强，谁就能在

市场经济中就能获取更多的资源。大学生走向社会

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往往

十分有限，因而需要合作，组成团队来参与市场竞

争，通过“1+1＞2”的团队效应，来获取更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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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资源。为此，需要对大学生加强团队合作能力培

养，以助力个人发展。 

(二) 强化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是大学功能的

必然要求 

大学的功能就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让学

生具有能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多种能力，比如，学

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合作能力、价值创新能力，

等等。从合作能力本身来看，现代经济社会客观上

需要人具有合作能力。现代社会普遍实行的是市场

经济体制，人们习惯认为市场是竞争的，关注更多

的是竞争场面。然而，市场也是合作的。市场体制

是世界上最广泛、最面面俱到的社会合作的组织

者，市场中合作的范围要远远大于竞争的范围，一

杯咖啡、一双鞋子，都包含合作的巨大意义[14]。有

学者以“现代企业最看重的学生素质”为主题，对

温州 100 多家大中小企业进行调研，结果发现，团

队合作能力在企业最看重学生的十项能力中名列

前茅[15]。因此，大学要想自己的学生能适应市场经

济社会的客观需求，就必须对学生进行合作能力 

培养。 

再从合作能力与其他能力的相关性来看，比如

合作能力与科技创新能力就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我国正在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工业 4.0 时代，智

能化创新往往涉及多学科知识，需要组成跨学科、

跨行业、跨国界的各种知识分工团队，来进行协同

创新、跨界创新。在协同创新中，团队成员面对彼

此之间巨大的文化、地域、性格、偏好和知识等多

方面的差异，就需要有足够的合作能力，不仅要知

道怎么与其他团队成员相处，凝聚合力，更要知道

怎么与其他团队成员进行知识共享和思维共享，进

行高效的联合创新。反之，如果团队成员没有合作

能力，成员之间就会分歧和冲突不断，团队内耗严

重，协同创新只能处于低水平状态，且更不能持续

下去。因此，协同创新能力本身就包含合作能力。

2018 年 1 月 22 日，Adecco 集团、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INSEAD)和塔塔通信(Tata Communication)联

合发布的《2018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

报告显示，与异质性人才进行有效合作是创新的重

要标杆，但这需要很好的人际协同能力，而现实中

人们往往缺乏这种能力。为此，大学的发展就应该

与国家创新战略对接，把培养协同创新人才作为学

校的核心任务，这就需要大学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的同时，还要强调合作能力的培养。 

(三) 加强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能为国家复兴

提供内生力量 

大学生群体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主

力军，加强他们合作能力培养，当他们广泛地投身

于国家发展建设中去时，能够有效地降低国家发展

成本，为国家复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力量。 

足够的合作能力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和

交易成本。具有强大合作能力的大学生毕业后，进

入工作中，一是通过与他人建立团队工作方式，在

团队内部进行分工协作，共享心灵、知识和思维，

进行协同创新，创造性解决问题，提高生产或工作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合

作能力所蕴含的合作精神使每个人对游戏规则的

遵守都有一个“底线原则”，这能进一步强化学生

对社会基本规则的认可和坚守，进而使社会基本规

则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从而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

或交易成本；三是在进行各种交易项目谈判时，良

好的合作能力能够使他们很快得到对方的信任，从

而不仅加快谈判进程，缩短谈判时间，还能够签订

更完备的契约，降低市场风险，从而能大幅度降低

交易成本。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降低，国家经济社

会系统内部就更加具有活力和效率，从而内生出促

进我国复兴的巨大力量，使我国在大国竞争中更具

有动力优势。 

四、我国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面临的困境 

(一) 教育理念滞后制约了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 

大学教育需要引入生活哲学的思想，以人的生

活为出发点和归宿，探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把学

生作为完整的人来培养，促进学生自由和全面发 

展[16]。然而，在各种大学排名和考评量化指标的压

力下，我国大学教育偏重于效率的提升和课本显性

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传授。在这种教育理念

指导下，大学主要关注办学规模、学位点、进校经

费、高档次人才和论文以及课题等方面的数量提

升，进而忽视对学生人性和生命价值的塑造以及隐

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传授，难以聚焦于“一

个完整人的培养”。大学究其根本是旨在育人，大

学教育在人性面的表现、追求和成效直接影响整个

社会的人性面，然而，现在我国大学在激烈竞争的

工业社会环境下，重点只注重效率追求和知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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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使其之人性面渐行渐冷[17]。 

对学生人性和生命教育的忽视，使学生不仅难

以塑造健全的人格，也不会深刻理解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因而学生也就不太可能具有发自内心的尊重

生命、尊重他人的理念，进而难以培育学生的合作

精神和能力。再者，对学生隐性知识培育的不重视，

更是直接对合作能力培育的忽视。所谓隐性知识，

它是相对于显性知识而言的，是指高度个体化的，

难以用文字语言和图像等形式来进行描述、交流和

传播的知识类型，从思想认知角度来看，隐性知识

内藏于人的心智之中，如责任感、价值观、思维方

式、信任力、洞察力、领悟力、共同愿景等；从实

践技能视角来看，隐性知识是指那些非正式的、难

以掌握的、来源于实践的行为惯性、手艺、诀窍、

技巧和经验等。而在合作能力的构成元素中，人际

交往技巧、责任感、共享理念、信任力、协同思考

等因素就是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因而，我国高校

不注重隐性知识培育，这直接制约了学生合作能力

的培养。 

(二) 高校科研与教学的失衡不利于大学生合

作能力培养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

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一些显著问题，其中“重科研

轻教学”就是其中之一。对大学而言，最大的“政

绩”不是教学成绩，而是科研成绩，尤其是高档次

论文、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以及科研经费的多

少，在此不合理的评价体系下，导致了高校科研功

利化和教学荒废化的趋势[18]。在重科研轻教学的思

想引导下，高校教师陷入了一个紧张的科研循环

圈：忙于申请项目、拿经费，随后又急于写论文出

成果、结题，然后又忙于项目申请，依次循环。我

国科技论文数量快速增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发布的《2018 年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显示，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表科技论文数量最多

的国家。然而，科睿唯安发布的 2018 年度“高被

引科学家”名单显示，中国大陆只有 482 人，远低

于美国的 2639 人。这说明我国科研效率并不理想。

很多高校教师就被“锁定”在这个低效率的循环圈

里难以自拔，主要精力都被耗费在此，对给本科生

上课，认真、全面地培养学生既没有心思也没有精

力。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来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

合作能力培养。 

再者，从过程哲学的视角来看，师生应该以“机

体思想”来构筑“师生共同体”，以师生“相互摄

入”的机理促进共同体的联结，使师生在不断分离、

共生、合生的过程中实现个性发展和共同成长[19]。

因此，在这样的师生共同体中，师生之间能够自由

互动交流，平等对话，共同探索思考，很好地训练

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知识共享能力和协同思考

能力，进而有利于学生合作能力的提升。然而，在

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导引下，陷入“紧张循环圈”

的老师们忙于科研，上完课就走了，师生之间的关

系比较冷淡，他们处于相对封闭、孤立的两极，无

法建立起有效的师生共同体，从而阻碍了学生合作

能力的塑造。自从 2018 年 6 月召开全国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以来，国家开始从战略层面来重

视本科教育，各地高校也纷纷学习大会精神，不断

推出措施来加强本科教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打破“重科研轻教学”

的路径依赖，还需要高校和国家的长期努力。 

(三) 高校学生个性的个人主义化和功利化妨

碍了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 

首先，现在高校有很多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

中由于长辈的过分溺爱，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

的个性，喜欢追求自我需求的最大限度满足，忽视

或不在乎自己身边同学、朋友的需求或存在。其次，

在 40 来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已经高度融入了世

界经济体系，国家发展成绩巨大，但不可避免地，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随机流入我国，很多学生深受

其影响，形成了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表现为以自

我为中心且比较功利。第三，互联网的普及，一方

面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什么难题，往往偏好上网查找

答案来解决，而不是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来解决；

另一方面，学生一有空闲就喜欢独自沉浸在网络游

戏或网络娱乐中，而非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娱乐。

因而，互联网的普及也在塑造或强化学生独来独往

的性格和个人中心主义思想。我国高校学生的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特点，具有深刻的路径依赖

“锁定”，不仅难以自发地催生合作意识，也难以

简单地通过教师的说教来改变，俗话说，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在这种性格下，学生是不愿意与别人“交

心”的，更不要说与别人分享知识和思维。因此，

高校学生的这种个性对其合作能力的培养形成了

显著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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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不合理制约了

大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 

有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教学观念、制度、

方法、内容和考核方式对大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培养

影响占比分别为：10.6%、18.5%、38.5%、8.7%、

23.6%，其中，课程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是两个主

要影响因素[20]。从课程教学方法来看。这些年来，

我国高校纷纷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努力改变过去以

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实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方法，改革成绩显著，出现了很多有实践价值的

教学方法，比如有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研讨

式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问题教学法，等等，

这种改革在教学方法功能上体现了由“授人以鱼”

向“授人以渔”转变，逐渐改变了过去主要向学生

传授知识的状况，改为重点培养学生的能力，即重

点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独立获取知识的能

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社会对创新人才

的需求。但是，无论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还是

现在的以学生为中心，这些教学方法都没有摆脱简

单二分法思维下“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老

师与学生始终是处于相对对立的两极，无法形成一

个生态有机体。因此，即使普遍实行了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方法，在师生处于两极对立的情况下，也

是难以建立有效的师生学习共同体，师生之间难以

自由、平等、频繁地进行知识、思维和生活等方面

的互动交流，进而不利于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而

且，这些教学方法虽然强调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然而，这强调的还是偏重于传统的个体独立创

新能力的塑造。但在智能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

是以跨专业、跨行业、跨国界为主的协同创新，这

种创新除了包含传统创新的内涵外，对创新人员的

合作能力还有很高的要求。因此，面对正向人类走

来的智能化社会，目前我国高校这些流行的、忽视

了学生合作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是难以适应其需

求的。 

从课程考核方式来看。我国高校对学生课程的

考核，还是以出试卷、期末考试为主的成绩考核法，

这主要是考核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效果。近些年来，

高校也纷纷强调过程考核，关注点是学生的上课出

勤情况、上课回答问题和提问的情况、作业完成的

情况、知识的预习和复习情况，等等。无论是过程

考核还是期末的成绩考核，都是侧重于以单个学生

独立的知识学习行为及效果为考核对象，并没有较

多关注学生合作学习行为的考核，也很少涉及以合

作团队为对象的考核。缺少对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

考核，学生和老师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去强化合作能

力的培养。因此，高校这种课程考核方式，制约了

大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 

五、促进我国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的策略选择 

综上所述，一方面对大学生进行合作能力培养

对我国具有战略上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我国大

学生合作能力培养中，还面临显著困境。因此，需

要采取有效应对策略。 

(一) 推进教育理念转变和落地 

《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笃行之”。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时代，教师

在知识方面具有垄断性，学生能否 “博学之”的

关键在于教育，因此，这时大学教育的主要价值在

于传授知识，相应地大学教育自然呈现“以教师为

中心”的特点。然而，到了新工业革命时代，互联

网、物联网的普及，学生利用网络就可以轻松获取

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教师在知识上不再具有垄断

性，这时，治学的重点不在于“博学之”，而在于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含义是，

学生要有理性能力和独立的思考能力，去谨慎地审

查和认真地思考，以明白是非对错，然后再做出相

应的创造性行为改变，做到知行合一。因此，新工

业革命下教育的基本价值在于：“不仅要传授知识，

更要培养学生理性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创新

能力，塑造完善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协助学生

实现创造性行为改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相应

的大学教育要体现“以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

特点。因此，现在关键是要转变传统的唯效率追求、

唯显性知识传授的教育理念，加快推广和落实新教

育理念。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要深刻把握时代发展的新

趋势、新要求，以国家最新教育精神为指导，强化

高校领导、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对教育理念变革

进行探讨和学习，实现学校上下在新教育理念认知

上的一致性；同时高校要加大宣传，要构建相应的

规章制度，制定相应的支撑政策，尽快促进高校教

育理念的转变、落地，使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内化于

学校的广大师生，使每位学校领导和老师都牢固树

立“以时代发展趋势为导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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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人性、人格、价值观塑造为基础，以学习能

力、理性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

力等综合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切实把学

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培育。 

在教师具体的教学和科研行为中，要严格以新

教育理念为指导，改革教师评价体系，明确人才培

养的核心地位、首要地位，教学与科研要始终服务

于人才培养，并建立相应的激励和约束规则，使教

师脱离科研“紧张循环圈”，真正塑造“教学、教

研、研学相长”的长效机制，实现教学与科研“再

平衡”，让教学与科研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 完善课程教学与考核 

一是要把合作能力方面的知识学习纳入全校

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范畴内。这可以单独增加一

门这方面的课程，可由国家教育部门专门组织相关

专家编写大学生合作能力培养和训练方面的教材；

也可以把合作能力方面的知识学习纳入到大学生

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思想道德修养”等公共基

础课程的学习中去，使学生能够首先要从理论上掌

握合作能力方面的系统知识，从理性上塑造合作 

意识。 

二是推广团队学习教学法。一方面，要超越二

分法思维，不能简单地以学生或教师为中心，而是

要把师生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有机体，构建自

由、平等互动的师生学习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运

行来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另一方面，在部分或所

有的课程教学中，选择一些合适的知识点，紧密联

系现实，通过设置系列的不同项目或不同问题，来

组建一个个学习团队(根据笔者长期的教学经验，以

3~8 人为宜)，通过老师的引导，来激发学生充分发

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互之间探讨如何进行心灵

共享、知识共享和思维共享，来联合获取知识，并

进行协同知识创造，高效率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

务。不过，在这种团队学习中，要严防学生“搭便

车”的行为。 

三是适当增加以团队学习为对象的考核。现在

以试卷为主的期末考试，是以单个学生为单位来进

行考核的。在课程教学的过程考核或期末考核中，

可以设置一系列不同的综合性项目，如创新项目、

调研项目等，每个项目组成一个课程团队，并明确

团队负责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所有团队都要完成自

己的项目，然后以每个成员在团队中的协作表现以

及整个团队的最终成果为考核对象。通过这种考

核，来训练学生的合作能力。 

(三) 强化学校合作文化建设 

一是强化高校团队竞赛。高校要以全国大学生

数学竞赛、英语竞赛、电子商务竞赛、ERP 沙盘比

赛等各种学科竞赛为契机，设置相应的院级、校级

比赛，增加奖励人数，鼓励和支持广大学生参与竞

赛。在竞赛中，由于竞争的巨大压力，迫使同学们

在态度、知识、思维等方面进行协调，减少冲突，

凝聚共识，形成最大的合力来赢得竞争。因此，可

以通过大范围的、持续的各种团队竞赛来培养学生

的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提高合作能力，塑造校园

合作文化。 

二是加大宣传。高校要充分借助电视、报纸、

网络等各种媒体，以专家和企业家等知名人士讲座

或演讲、知识问答竞赛、大型文化演出、班会、公

益广告和公益活动等各种形式来传播合作能力培

养方面的知识、信息，营造校园的合作文化氛围。 

三是鼓励和支持非正式交流。鼓励和支持班级

内部以及不同班级、专业和学校之间多举办读书

会、英语沙龙、户外拓展等有益的课外集体活动，

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非正式交流，学会与陌生人交

往，提高学生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体验收获知识和

友谊的乐趣，激励学生参与人际交往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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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oper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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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individual’s team-based ability to cooperate emphasizes 

the sharing of hearts, knowledge, and minds, an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ability to do things toge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ooperative ability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university’s functions, which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dividual social existence and promote person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 great endogenous power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obvious problems in China's university education, such as lagging 

educational concept, imbalance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divid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of students’ 

character, unreasonable course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etc. These problems have obviously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ooperative ability. To this e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Key Words: re-industrialization;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ustry 4.0; university students; team work; 

cooper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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