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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看当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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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我们可以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概括为:两个世界;两幅图景;两种“悖论冶;两道难题。 通过对时代特征的具

体分析可以得知,能否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 当代大学教育

培养的人才应当具备:要有正确的“关注点冶;要能正确回答“科学技术应该做什么冶和“社会应该做什么冶的问题;思想行为有

追求真、善、美的“充分自觉冶,有远离假、恶、丑的“有效自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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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及简要分析

(一)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

从 20 世纪末期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以来,
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
整个世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新面貌,我们不难从中看到当今

世界的诸多特征。 剖析开来,我们可以将这些特征归纳为:
两个世界:一个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它正处于传统

与现代的纷繁交织与剧烈震荡;一个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它
使现实世界变得既敞亮、凑近,又暗流涌动、祸害横行。

两幅图景:一蝠是日益“四化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

化、文化多元化、环境恶化)的宏观现实世界图景;一幅是“三
方四态冶的微观运行逻辑图(世界运行模式图,下面将详叙)。

两种“悖论冶: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悖论冶现象;二是社

会进步的“悖论冶现象。
两道难题:一是科技革命“双重效应冶的认知与把握;二

是全球文明向度的解读与选择(亦可看作是社会进步“悖
论冶现象的消解)。 或者将两者概括为如何确保“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冶。
(二)时代特征的简要分析

对时代特征作详尽分析,决非本文、也非本人力所能及。
这里仅就与本文主题关系密切、也是笔者有所思考与认识的

两种“悖论冶现象和“两道难题冶进行简要的分析。
1、关于科技发展的“悖论冶现象: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

当今时代特征的成因,最根本的一条是飞速发展的科技革

命。 人们飞舞着一把科技革命的“双刃利剑冶,其“一面冶披
荆斩棘,不断为人类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成果,不仅为社会生

活提供目不暇接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而且使人类的视野不断

扩展到“其大无外冶的太空,不断深入到“其小无内冶物质微

粒之中,使人们窥视到由“必然王国冶迈向“自由王国冶的辉

煌前景;其另一面,寒光闪闪,劈向生态和气候,使环境急剧

恶化,气温持续变暖,灾害、瘟疫频发;在那个由科技革命造

就的虚拟世界(网络世界)里,黑客与黄祸泛滥,高智商犯罪

猖狂;某些用于军事的科技,还不时推出各种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凶神恶煞冶地怒视着人类,使人们不寒而栗。
总之,是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孕育了知识

经济;是科技革命使人类除了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了一个虚

拟的网络世界;是科技革命使人类由彼此遥不可及而“聚
集冶到“地球村冶;是科技革命使人们所处、所见、所闻真正是

“日新月异冶,变幻莫测;还是由于科技革命,使人类面临多

种危机,甚至提出人类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疑

问……。 这样,人们看到了一种明显的“悖论冶现象:本应给

人类带来无限福祉的科技革命,却又在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

会,扰乱着这个世界。
2、关于社会进步的“悖论冶现象:当我们回顾 20 世纪的

人类历史,透视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现实,我们深感遗憾地发

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人类文明的两大成果,人文思

想—尊重人,科学思想—尊重规律,在最近这百余年的发展

进程中却呈现着明显的“悖论冶现象:一方面,人文思想让

“人冶从“神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人的首创精神的尊重,
对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潜能的重视,对唤起人的人性意识的努

力,都在人的科学技术活动的成功中得到回应冶。 而且,个
体独立意识的确立使自由民主政体不断扩展到世界上越来

越多的国家,人类对创建理想的社会生活充满了信心;与此

同时,科学思想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促成经济

梦幻般的增长,人类的生活质量借科学技术之力迅速改善,



科学技术给人类的福祉清晰可见,以至于让人们相信“似乎

现在一切都要由科学来解决了冶。 然而,另一方面,“20 世纪

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发生的人

类对同类的残杀,对传统文化的肆意践踏,对环境的大规模

破坏,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都是史无前例的冶。 尤其值得深

省的,世界上各种战乱中所暴露出的人类苦难的深重和人性

中邪恶力量的凶残和不可测性,多是发生在科学理性和文明

程度深厚的国家,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德国(当
时欧洲教育程度最高、科学技术也最发达的国家)。 20 世纪

是一个血与泪的世纪,有太多太多的事件留在人们的记忆

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的伤亡;人类文明成果遭受

空前严重的摧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意外爆炸造成近 30 万

人丧生,15 万人致残;90 年代的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等

等,又有多少人在交战中丧生! 有学者估计,今天,发展中国

家花在军备上的费用比花在健康保健上的费用多三倍,全世

界四分之三的宇宙飞船是为军事目的发射的,与此相应的

是,今天地球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顶级科学家在为军事目的

服务。 甚至,有的国家还正在研制杀伤力不亚于核武器的声

光武器和生化武器[1] 。
21 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文化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

不仅没有成为世界前进的标杆,反而总是地区战乱的始作俑

者,成为风糜全球的严重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俯瞰世界,战略

核武器危机、地区冲突、海盗肆虐、恐怖袭击、政局动乱等等,
虽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却不见人世间的太平与安逸。

3、关于两道难题的分析:时至今日,人类更加明显地面

对两难的境地:科学技术革命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不能停

下,也不可能停下,而且还会加速发展;另一方面,“文明:是
诅咒还是福音?冶的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的难题。 美国著名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著《全球通史》指出:“今天,
我们己拥有必需的知识,因此,我们有摆脱数千年来的灾祸

的潜力。 可悲的是,这种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但事实依然

是,它的确存在。 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过去人类的不同文明

使种种进步成为可能。 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呢? ———在过去,文明既是诅咒又是福

音。 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人类是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

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建设。冶 [2] 目前,我们看到的现实

是:人类并非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只用于建设,仍
旧有人在极力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用于破坏。 在

用于建设与用于破坏的激烈较量中我们明显地察觉到,人类

的整体智慧既未达到对科技革命和文明进步正负作用可以

“应心操控冶的境界,更尚无真正理解“世间人事冶并懂得如

何驾驭“世间人事冶的能力。 20 世纪末期以来,人们在积极

思索与探寻人类继续前进的可能方向与路径。 “可持续发

展理念冶的提出,可视为这种思索与探寻的重大成果。 然

而,从 1987 年在东京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冶理
念以来,已经 20 余年了,虽然不乏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的人和事,但总体看,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2009 年“哥本哈

根会议冶几乎不欢而散,以及明里、暗里的各种高科技军备

竞争,实在令人忧虑! 人类摆脱数千年来的灾祸的潜力,何
时才能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 让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

识只用于建设而不用于破坏,使文明进步只是人类的福音,
而不再是人类的诅咒,乃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

4、对两种“悖论冶现象和两道难题的综合反思:对上述两

种悖论现象和两道难题的分析作进一步的综合思考,我们可

以看到,问题不仅仅在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冶效应上,问题更

发生在人的本身。 对人本身问题的成因做进一步探析,我们

或许可以从人的能力与智慧、人性的善与恶去追寻因果关系。
善良的人们在为人类谋福祉、使科学技术长足发展、驾驭自然

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其控制科技负面作用和控制世界局势

的智慧和能力,却未能同步增长。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

在进一步加快,二者之间的差距似乎还在扩大;而邪恶势力发

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的“纳粹阴影冶,至今难以消

退;举目现实之世界,种种危机、威胁和难题接踵而至。 使人

们不禁要问:如果科技发展成果被邪恶势力所把握,而正义善

良的人们又不能有力地扼制邪恶现象和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

效应,那么,人类将会面临何种结果? 人们似乎己经看到:文
明世界中的一切美好与繁荣有毁于一旦的危险。 因此,当务

之急的是人们不仅要有识别与区分善恶的意识和勇气,还要

有驾驭事态、抑恶扬善的智慧和能力。
进入 21 世纪的人类正处于向何处去的历史拐点期,通

过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透视,对未来的前瞻,我们今天所

面临的种种危机的化解,种种难题的回答,前进路径的选择,
归根结蒂,还需回归到人,人是根本,关键在人。 历史呼唤人

性的新觉醒,呼唤人的更高智慧和能力;呼唤人的真、善、美
精神境界的空前提升,尤其是为善的精神。 我们从网上信息

和许多新著里,不难看到,很多人在为之思考和探求,这是值

得欣慰的,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思考与探索化

解“悖论冶现象和解决面临的难题的方法和途径。 “科学发

展观冶的提出与践行,正是这一思考与探索的重大成果。 科

学发展观要回答的是当今世界新形势下“发展什么冶 “怎样

发展冶两大问题。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是遵循客

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是 20 世纪人类

文明的重大觉醒,认识到“生态文明冶的极端重要性:人类的

生存与发展,只有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下,才有可能

做到“可持续冶。 科学发展观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与

凝练,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当今世界,正更多地注目和寄希望于中国,中国作为有

5000 年从未间断传统文明的人口第一大国,应当也可能为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多的责任,做更多的贡献。 “科学发

展观冶的提出和践行,正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为此而

作的努力。

二摇 当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一)从“三方四态冶系统运行图看当代大学的地位和

作用

为了使讨论的内容之间关系更加清晰,我们可以将当今

世界的运行与发展用《人类社会“三方四态冶系统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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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图》来描述:“三方冶即人(这里指个体的人或部分群

体)、科学技术、人类社会(或谓由天地人构成的世界);“四
态冶即人的状态、社会状态、科技正面状态、科技负面状态。
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闭合的反馈环路:人以不同的态度

和方式推进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以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种结果

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对“正冶“负冶作用结果作出甄别,
呼唤人们修正自己的观念、思维和作为,在科技活动中扬

“正冶抑“负冶,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冶。 不难推知,

“人冶是这个闭合反馈系统的反馈调控点。 系统能否稳定、
有序、和谐地向着“可持续发展冶的“应然愿景冶运行,关键点

是“三方四态冶中“人的状态冶。 因为对社会状态的正确审视

与辨析,对科技正负作用的认知与扬抑,乃至整个反馈闭环

大系统运行的理论构架与政策方略,归根结底是人的思维与

作为,是人对这个极端复杂而又变幻莫测的动态大系统的认

知与调控能力。

人类社会“三方四态冶系统运行逻辑关系图

摇 摇 在这个“三方四态图冶中,将“人冶作为该系统的调控中

心,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的国际性组织,乃至一个国家或

各种社会团体,它们对社会状态的认定和调控最终都是由其

代表人物来实现的。 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门学说,乃至于

一项政策、法规,最终都是由人来提出或制订,而后由人按其

理解来践行的。 人的当前状态(智慧、能力、意识形态、道德

水准等等)决定着该系统的运行方向。 有道是:只要人正确,
这个世界就会好。

诚然,在当今这个科技高度发展而又政治多极化的世

界,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是某几个人,而是代表各极政治力量

和各种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合力。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己成

为一把威力无比的双刃利剑,那么,谁在继续打造、磨砺这把

剑? 谁又在飞舞、使用这把剑? 答案当是明确而肯定的:在
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入大众化教育并将继续普及的现

今时代,打造与使用这把利剑者,其主体无疑是大学中人和

出自大学的人。 时代呼唤砺剑者和用剑者不仅要具有更高

的科技水准,更需具有人文精神;不仅要具有把利剑的正面

打造、磨砺得更加锋利,提高其为实现人类自由和幸福开路

的能力,又要具有抑制其负面作用的良知与智慧。
按这个“三方四态冶的闭合反馈系统的话语讲,教育是该

系统的“调控器冶和“稳定器冶,大学教育是人才大器总成的

阶段,因而是最灵敏、最关键的“高阶调控器冶和“高阶稳定

器冶。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是冶和“能不能冶成为人

们理想的“高阶调控器冶和“高阶稳定器冶?
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格外受到

人们的关注。 大学能否坚持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提供引领

正确方向的的思想和智慧? 大学教育能否以科学正确的理

念培养坚持公平正义与道德良知的人才? 可见,是时代特征

使人们对当今大学培养的人才寄予了特别的厚望与期待。
(二)关于当今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内涵的讨论

到此,我们可以从“以人为本冶理念出发,较为具体地探

究大学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这

个科技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威胁着人类社会的时代,大学教育

最神圣、最紧迫的使命是让“三方四态冶中的“人冶具备:更关

注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能正确回答“科学

技术应该做什么冶和“社会应该做什么冶的问题;自身的观

念、思维和作为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应然愿景冶,确
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说,基于当今时代特征,
我们今天的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首要的目标是要解决好

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
1、让人有正确的“关注点冶。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自

由冶、“自觉冶和“需要冶看作“人的类特性冶,即人都有追求更

加自由和更高需求的“自觉冶,这种自觉通常会表现在对自身

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实和未来的关注。 而不同地位和处境、不
同心灵和观念的人,他们的关注重点往往不同,甚至大相径

庭。 人的关注点,往往也是他作为的着力点。
在知识成为“资产冶和“权利冶,且急功近利盛行的今天,

知识创新成为普遍关注的重点。 然而,知识创新领域的选

择,是与创新者的出发点和终极关怀有关的。 在 21 世纪之

初的一次“关于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冶的讨论中,科学家们认

为,我们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完成。 目

前物理学对字宙的了解,包括猜想只有 4% ,而完全不知的竟

占到了 70% 。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这样,对人类社会和对

人自身的认识,大抵上也是如此。 而且,事实正如卢梭所言:
“人类一切知识中最有用、但最不完善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

知识冶 [3] 。 在卢梭看来,关于人的知识的缺失和不完善乃人

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大学作为培育高层次人才的熔炉和殿堂,不仅要有探索

那 70%完全未知的自然领域的勇气和毅力,更要在充实和完

善关于人的知识方面有更多的作为;不仅要关注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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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关注创新为谁? 怎样应用? 把关注的重点回归到关于

人的知识的深化与完善,这既是优化大学教育本身的迫切需

要,也是时代赋予大学的神圣使命。
2、能正确回答“科学技术应该做什么冶和“社会应该做

什么冶的问题。 从认识论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历

程,乃人类对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不断探问与求解的过程。
而探问的方法通常有两种设问的模式:即“四个什么冶(是什

么、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设问模式和“四然冶(必然、或
然、实然、应然)的设问模式。 前者多用于科学技术的探问,
从科学理论上探问“是什么冶和“为什么冶两个问题;从技术

实践上探问“做什么冶和“怎么做冶两个问题;后者多用于对

科学技术探问结论的辨析、判断与选择,它不仅是认识主体

的哲学思辨,还与人的精神诉求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从

“或然冶中看到“必然冶,又从“必然冶 与“实然冶 中探问“应

然冶。 在分析“必然冶与“实然冶的基础上探问“应然冶,是人的

“自由冶、“自觉冶与“需要冶的类特性的集中表现,是人以自己

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其理想追求的起点和力量源泉。 尽管人

对“应然冶的选判与把握难以都有“全景式冶的效果,但对“应
然冶的不断追求,对“应然冶的探问与选判逐步高远与合理,
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的事实(“实然冶)是,科学技术为人类提供了高度

发达的物质文明,每个人只要有钱,都可以通过市场得到他

所欲望的消费。 以商业为核心的社会生活这一现实,使科学

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政党乃至整个社会都不同程

度地卷入了市场与交易之中,供求关系决定着事物的价格,
市场价格的支配成了现代文明的特征。 而商业只问消费,不
问人的真正需要,它甚至制造消费。 更为严重的是,科学技

术创造了各种以前不可想象的可能性,只要有可能,就一定

会有人为利益去实现它。 至于是否“应该冶,似乎可以不屑一

顾。 今天的大学,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种商业运作之中,
“钱能进来,人能出去冶成为很多大学办学的原则和旨趣。 这

表明,在科学技术繁荣昌盛的今天,人类丧失了自己精神家

园的一个重要向度———人生价值追求的“应然冶。
科学理论回答物质世界“是什么冶的问题,科学技术回答

“怎么做冶的问题,但它们不能回答也不可能回答“应当做什

么冶的问题;社会科学理论回答社会“是什么冶的问题,应用

性社会科学回答社会“怎么做冶的问题,它们都不能回答“社
会应该做什么冶的问题。 社会与科学,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什么,都是人文来回答的。
近几年来,通过对大学发展历史的反思和对现状的正

视,对照可持续发展理念,人们对早期的大学偏重人文科学,
工业化时代的大学偏重实用科学,其客观因素和片面性,特
别是“科学主义冶、“工具理性冶等的危害,已经有所认识,初
步看到了现今大学应当回归到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 然而,在现今大学教育中,如何从对时代特征的分

析出发,认识和把握现今大学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深刻地

认识现今大学“应该冶做什么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科学构

建现今大学的理念体系,仍然面临若干难解之题。 仅就人文

与科学两者的关系而言,孰轻孰重? 如何设置? 如何融合?

理论上尚未有成熟的共识,实践上更存在许多难题。 这正是

当前人们普遍感觉到的大学危机,尤其是深层次的大学理念

危机。 因此,当前大学的当务之急,是切实加强大学的人文

教育,重振大学精神,回答人文与科技有机融合的种种难题,
尽快化解大学理念危机,使大学培养出来的人能正确回答

“科学技术应该做什么冶和“社会应该做什么冶的问题。
3、让人的“作为冶符合人类期待的“应然愿景冶。 人类能

否向着“应然的愿景冶走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
终取决于所有人的实践作为。 人类自从有了养殖和种植,就
开始有了自觉的经济活动(或谓物质生活);自从有了记事的

符号和文字,就开始有了自觉的文化活动(或谓精神生活);
当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产品有了积累和剩余,便开始有了

占有和分配产品的组织和权力,于是便有了自觉的政治活动

(或谓政治生活)。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这三项实践活动

的自觉意识逐步加强,活动效益逐步提高,人类境况逐步改

善的演进过程。 因此,人们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明来概括人类的社会生活。 人们通常还用物质文明求真、政
治文明求善、精神文明求美来表达对社会生活实践的理想追

求。 我们回首人类文明史,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当人们期待

并努力为三个文明向真、善、美的“应然愿景冶前行时,却始终

伴随着假、恶、丑的阴影。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真、善、
美与假、恶、丑的斗争史,是一部真、善、美不断战胜假、恶、丑
的斗争史。 由此看来,要使人类能向着期待的“应然愿景冶走
去,需要人们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实践中都

能有真善美的“充分自觉冶,有远离假恶丑的“有效自制冶。
然而,目前这种“充分自觉冶和“有效自制冶都呈现复杂

的态势:“在这样一个物质福利高度发达的时代,许多人并不

思考生存的意义,但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得并不愉快,冷
漠、焦虑和不安是现代人精神的普遍特征。 当物质利益统领

了人的整个精神领域,他的自我意识使他的贪欲远远超越了

生理的界限,凶残的动物一旦它的胃被充满就会停止攻击,
人却停不下来。 由于对物质丰裕的欲求没有限度,现代人的

灵魂不仅没有感受到幸福,反而倍受折磨;他们虽饥而食,虽
饮而渴,却爱而不欢,求而不得,成功而永远失败。冶 [1]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要向“应然愿景冶前进,
不仅需要人们有追求真、善、美的认识上的自觉,更需要有在

实践上坚持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为。 大学作为人才大器

总成的神圣殿堂,大学中人和从中培养出来的人,不仅应该

具有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精神境界,还应该具备将“实然冶与
“应然冶有机统一起来逐步达到这个境界的智慧和能力。 这

无疑是异常艰巨困难的使命,也唯有大学才应当和可能担当

此一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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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方位的法律保障,坚决维护创业者合法权益。 (4)开展

“青少年维权岗在行动冶。 积极开展“维权岗行动月冶等活

动,形成维权合力,为青年创业合法权益提供保障。
(五)加强引导,树立典型,搭建教育平台

发挥共青团引导职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
激励创业典型,营造创业氛围,开展创业教育。

(1)打造“我要创业,放飞梦想冶论坛。 论坛旨在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 (2)打造青年博士创业导师

团。 为更好地贴近青年,聘请知名企业、高校和成功经理人

中的青年博士为创业导师团讲师。 (3)编辑出版大学生创业

辅导系列教材。 (4)创办创业培训网络学校或夜校。 通过石

鼓区团委网站,定期播放有关创业知识和创业辅导的电教节

目。 (5)宣传大学生创业的优秀典型。
(六)建立区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是共青团发挥服务青年就业创

业工作的有效载体,是实现服务青年就业创业工作阵地化、
常态化、专业化的根本途径之一。 服务中心将坚持“市场化

运作、信息化建设、专业化指导冶为原则,立足为青年就业创

业提供“一站式冶综合服务(岗位信息、人才交流、技能培训、
创业教育、项目论证及评估等)。 服务对象主要是年龄在

18 ~ 35 周岁之间、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待业青年群体,包括具

备就业创业意愿和基本就业创业能力的大中专毕业生、归国

留学生、返乡农民工、城镇失业青年。
总之,共青团作为青年先锋队,发挥其与政府、企业、事

业、学校各方面联系的组织优势和整合资源的市场优势为区

域内大学生创业提供服务,使更多的青年大学生走上自主创

业之路。 这既是党对共青团这一先锋队的要求,同时也是时

代和社会赋予共青团组织的一项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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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ouble and Measures for Communist Youth League Which Serv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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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higu district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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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real situation of Shigu distric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and services that Com鄄
munist Youth League needs to do for University students爷 innovative undertaking,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ssue of promoting the em鄄
ployment of graduates and proposes the measures we should take to enhance the innovative undertaking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we
should broaden the channel, collect the funding, establish a platform of collecting funding; integrate resources, rely on the basis, set
up a platform for practicing; popularize laws, ensure rights, build a stage for maintaining legal rights; strengthen guidance, set up ex鄄
amples, build a stage for education; so as to establish district service center for the employment and undertaking of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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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World

LING Jun鄄w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China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The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world can be analyzed as follows: two worlds, two paintings, two paradoxes and two puz鄄
zle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is education. Universities
must have a clear mind of what kind of talents they should cultivate. Consequently, the talents who have been cultivated in universities
should have right focus, know w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do and what society should do. They should be positive and pursue
truth, kindness and beauty consciously; meanwhile, they should be disciplined and stay away from what is spurious, evil and ugly.

Key words:摇 world situation;摇 the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world;摇 university education;摇 talents cultivation;摇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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