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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学术性视角，综合运用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法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从跨学
科的视野出发，梳理人权的演变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阐述高等教育中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
“三权鼎立”的权利结构，研究大学师生应该享有哪些基本权利，为什么应该享有这些基本权利；解
构高等教育中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机制，研究如何通过教育理念与政策变革和完善教育法律与法规来维
护人权，以更新高等教育观念，发展高等教育理论，促进高等教育和谐发展。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高等教育研究者、高校管理部门工作者，相关专业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及
其他对教育问题感兴趣的社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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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教师劳动沉重性　　教师劳动的沉重性指的是高校教师工作繁重，工作时间长，没有上下
班限制。
具体表现在：一是教学任务重。
随着高等教育迈人大众化，高校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2010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本专科计划为657万人，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25%，在校生达到3000
万人。
而根据教育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高校生师比因为扩招连续大幅度提高，已从1998年的11.6：1提高
到2002年的19：1，近两年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有的高校生师比高达40：1，这一比例远高于专家提
出的发达国家最佳的生师比14：1。
高校教师尤其是基础课、公共课教师工作量随之增大，一个教师的年工作量，从扩招前的150多学时增
加到现在的350多学时。
有的学校甚至达到500多学时。
为生计而奔波，为果腹而忙碌成为许多教师的写照，教书不过是获得生存的一种手段，上课仅仅是养
家糊口的一个工具。
由于缺少精神支柱，缺少了人生信念，所有的工作便都“降低为机械的习惯，降低为虚伪的、半心半
意的例行公事。
”①即便某些重点大学教师课时量看似不多，但正如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所说：“一堂课是很难
讲的，特别是如果想准备好充分的材料。
对学生的作业做出认真的批改是一项要求很高和很困难的任务。
此外，还有组织考试、评分、写评语等等工作。
学校以外的人几乎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工作究竟有多繁重。
”②二是科研压力大，难于申请课题，难于发表论文。
由于当前高校普遍实行科研量化管理，科研的数量与质量直接与职称评定和物质待遇挂钩，学校又频
繁地对教师的科研情况进行统计和考核，达不到要求的有落聘甚至解聘的可能。
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但它确实加重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增加了教师的心理负担。
许多教师为申报课题东奔西跑，为发表论文绞尽脑汁，夜以继日伏案写作，加上缺乏足够的运动和锻
炼，其身体健康日益受到威胁。
三是面临学习和深造的压力。
亚里士多德曾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③然而，在高校普遍重视学历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开始被迫加入到考硕、考博的大军之中
，而学历提升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个体的内在需要，更多的是出于生存竞争的压力迫不得已作出的选
择，更多是为了谋生的需要而作出的无奈举动。
通过学历提升实现个人的完善与发展已渐渐退居到幕后，而学位的工具价值正在日益凸现。
总之，教师职业让人感受到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和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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