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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楚廷教授是我国当代知名教育家，在教育学、心理学、哲学、教育管理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有着重要影响。
《张楚廷教育文集（第11卷）：学校管理学卷》内容讲的是学校管理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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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某些较大的大学还设立了科研一处、科研二处，把文科与理科的科研管理分成两个平行的
部门。
甚至还有学校单独设置一个部门承担对开发性研究的管理。
这一做法不只是增加了机构设置，而且也使管理分散，弊端更多。
如果说学校专业门类增多就要增设科研管理部门，那么，当门类达到十一二个又如何呢？
教学的管理是否按同样的道理去增设机构呢？
 前面在说到教学与科研在高水平下统一起来时，我们还特别加了限制语——“在一定条件下”。
其中，重要的条件就是妥善处理好教学与科研可能的矛盾。
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存在的，处理得不好，未见得和谐统一，未见得相互促进。
具体说来，教务处与科研处的关系就十分重要。
如果管科研的是多个部门，管教学的也是多个部门，这种关系变得复杂的可能性就更大。
不宜于将文、理、工等的科研分割管理。
 如果教学、科研是同一位副校长主管，许多问题可能会比较好处理，然而，目前基本上是由两位副校
长分别管理的。
所以，事实上已是教学、科研两条线：从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到教务处，再到各院系的教务办公室；从
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到科研处，再到各院系的科研办公室（或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副系主任）。
这两条线的彼此协调、相互支持就十分重要。
 教务处和科研处，其业务人员并不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在根基上它们是汇合在一起的，关系自然十
分密切。
有些学校也有专职研究人员，但大多是专兼职结合的，专职科研人员也很少永久脱离教学的。
 除了科研处这样的行政性管理机构外，还有一些非行政性的机构，如研究所、研究室、研究中心、工
程研究中心，还有实质上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这些机构基本上是业务性的，不少研究所还实行系所合一，分类统一管理教学与科研，内部适当分工
。
 在科研处内部建立一定的结构是必要的，虽对全校科研实行统筹管理—但也要分门别类，这不仅与统
筹不相冲突，而且是统筹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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