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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高校学科专业演变的历史脉络及其规律性，总结高校学科专业分类和设置的特点与
依据，同时回顾了我国大学学科专业调整历史。
本书以实证资料为依据，分析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阐述高校学科专业
人才培养的自身规律。
本书还对浙江省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论述
对高校学科专业人才的需求，比较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此外，本书还进一步通过对日本、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的大学学科专业调整政策和历史的比较
研究，提出了我国高等院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理念与机制。
　　本书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分析细致深入，通俗易懂，可供高等院校管理者、企事业单位领导阅读
，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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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学学科专业演变的历史脉络　　1.1 高校学科专业内涵的界定　　1.1.1 学科　　学科是
在大学这个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而“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最初的意义是指类似现代
“行会”（corporation or guild）的组织，它提供某些特定知识技能的教育训练与资格检定。
在12世纪之前，比较高级的教育主要是随着知名教师所在地方而转移；12世纪之后，特定地方才逐渐
形成学生聚集学习的固定场所，大学变成一个集合“学科”（faculty）、“住宿学院”（college）、固
定课程（curriculum）、考试（examination）与毕业文凭（degree）等要素的特殊机构。
　　美国教育学专家伯顿·克拉克教授认为，学科包括两种涵义：一是作为一门门知识的学科；二是
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即学科是知识形态的学科和组织形态的学科。
按照《辞海》的解释，知识形态的学科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科
学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史学、教育学等；二是指组织教学的基本科
目，是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
所谓组织形态的学科，是一个由一群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所组
成的实体化了的组织体系。
学者是学科组织的主体，专业知识是学者活动的对象，学术资料、研究场所、研究工具等是学者进行
学术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
换句话说，学科是由一群学者以及他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一门门关联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
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实在存在的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组织系统。
这些论述表明，学科内涵分为两种形态（学术形态和组织形态）和三种表述（“教学的科目”、“学
问的分支”、“学界或学术的组织”）。
在高校教育研究与实践中讨论学科，主要取前一种涵义，即学问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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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设置高等教育专业改进人才培养方法既是理论课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从高等教育本身发
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本书主要阐述高校学科专业演变的历史脉络及其规律性，总结高校学科专业分类和设置的特点与依据
，同时回顾了我国大学学科专业调整历史。
本书以实证资料为依据，分析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阐述高校学科专业
人才培养的自身规律。
本书还对浙江省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论述
对高校学科专业人才的需求，比较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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