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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如果从中世纪的波隆尼亚大学创建算起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
几经变迁。
无论是它的职能和宗旨，还是它的内容和结构，都有很多变化。
而且现在还在变革之中。
但是把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却是近百年来的事。
在外国，最早研究高等教育的是少数学者对古代高等教育和中世纪的大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一些探讨。
1893年，霍尔（G．S．Hall）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第一次开设高等教育课程，斯坦福大学
的考利（W．H．Cowley）等几位教授对高等教育的一些理论进行研究。
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开设以高等教育为主修的课程计划
。
自此，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在美国的许多大学开展起来。
（参见《教育大辞典》）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
而这项研究的开创者就是潘懋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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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大家都知道，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要求扩大各种类型的
初等、中等和高等的工业和农业学校网，并且要求大大扩充学生的名额。
所有这些学校的工作都研究得很差，在教育著作中几乎没有加以阐述，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主管科学
研究的机关，而教育科学工作者又很少注意这些学校。
但是在职业学校的日常工作中，发生了许多要求全面地在理论上加以研究的教育、教养和生产教育上
的问题，这种理论研究工作是这些学校的教师们不能实现的，因为他们在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连最
起码的修养也没有。
”④　　这个问题不但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育科学理论研究上，也同样存在于我们中国。
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专业性质的学校在教育上日趋重要，数量迅速增加。
专业教育的特殊问题，也必须提到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上来。
然而我们的教育学所研究的只是普通学校教育问题（另有学前教育学，研究学前教育问题）。
这样，对于提高专业教育效果来说是不利的，对于全面地提高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水平也是不利的。
　　有人认为，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原理原则上是一致的。
只要研究普通教育学，即能解决专业教育的问题。
至于专业教育的特殊问题，仅是一些制度、方法上的问题，可以让法令与具体经验介绍来补足这个部
分，不必另有什么专业教育理论。
　　关于初等与中等专业教育，我缺乏对这方面的认识与经验，暂置勿论。
但若从高等专业教育来说，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全面的。
高等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若干最根本的理论上，固然是一致的，诸如教育的本质、共产主义教育
目的、教学过程的基本原理与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内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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