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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学新探》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说实话，编写这本书我们始终是心存压力的。
一者同类书籍已经上市不少，再者近年来学界对本学科的建设颇有异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做这样的事
情，有可能是自讨苦吃。
但是，现实的工作需要和教学需要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做这件事情，再加上近几年在该领域受贤人学者
们的启发，有一些浅薄看法，有些竟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如此只能挥笔一试了。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在思想上缠绕较深。
一是体系的把握问题，学界新意不穷，时有眼花缭乱之感。
我们的原则是，既不墨守教育学领域的既成规则，也不刻意追求完善或创新，只把本书的完成过程当
作我们探索研究工作的继续。
本书的编写体系，在思路上，是按照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常规认识进行的，即沿着什么是高等教育，高
等教育应该由谁完成，怎样完成这样的思路进行的；在结构上，将其分为三大部分：高等教育、高等
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活动；在写法上，考虑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从选材到写
作，可能介于高等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原理之间。
这样的安排主要是从有利于教学的角度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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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学新探》突破了一般高等教育学著作的常规体系结构，沿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机构
—高等教育活动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
在上篇中，对高等教育的概念进行了解读，回溯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探讨了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
点、学科定位、理论体系构建、研究方法，以新的视角剖析了高等教育的本质与属性、基本规律、结
构和功能、体制及运行机制。
在中篇中，在对高等教育机构概述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机构的主体——高等学校的类型、分类、职
能进行了介绍；对高等学校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学从理念、组织、制度、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透视。
在下篇中，分别对高等教育的三大活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析，对高等学
校课程的类型、特征、价值取向、具体编制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高等教育学新探》可作为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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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高等教育第一章 高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学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及概念解读第二节 高等教育
学的学科定位及发展第二章 高等教育的本质与属性第一节 教育本质研究的哲学基础第二节 高等教育
本质第三节 高等教育的属性第三章 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第一节 高等教育规律概述第二节 高等教育发
展规律的再认识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功能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结构第二节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第三
节 高等教育的功能第五章 高等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第一节 高等教育体制的含义和分类第二节 外国高
等教育体制简析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第四节 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中篇高等教育机构第六章 高等
学校第一节 高等学校的类型第二节 高等学校的职能第七章 大学第一节 大学理念第二节 大学组织第三
节 大学制度第四节 大学文化下篇高等教育活动第八章 高等学校的教学活动第一节 高等学校的教学过
程第二节 高等学校的教学原则、体系与方法第三节 高等学校的教学设计第九章 高等学校的课程第一
节 课程的概念及高等学校的课程第二节 高等学校课程的价值取向第三节 高等学校的课程编制第十章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第一节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特点与任务第二节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组织原则与
方法第十一章 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第一节 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孕育第二节 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
能的产生第三节 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定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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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对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起指导和指
示作用的方法系统。
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探讨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已有的一些探讨可以梳理为以下几个观
点：　　（1）上中下层次构成体系。
该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是由上、中、下三个层次构成的，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
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的研究方法。
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一般研究方法一具体研究方法。
　　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普遍性较大的思维方式，一种概括性较高的方法
论。
它指明了研究的方针、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和原则以及从世界观的角度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点；它
是一切科学最普遍的方法，是其他各层次研究方法的基础。
美国科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称之为研究范式。
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方法是从人类的科学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正确的哲学方法，对科学研究的其
他方法起着指导作用。
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方法是高等教育研究最核心、最根本的哲学层次的方法，是所有高等教育研究者
都必须掌握和遵守的指导思想与最高原则。
但有论者认为，哲学方法论涵盖了所有真正的哲学。
并非只有某种哲学才具有方法论作用，而是包括所有的哲学，无论其研究对象、价值取向和研究者的
基本立场、研究角度和相应的一整套概念和假定如何。
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必须是多范式的，因为没有哪一种范式足以单独解决高等教育的全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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