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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研究:比较与借鉴》主要研究体育学研究生培养理念的实践与创新，旨在更新体育
学研究生培养理念，推动旧体制的转变和新体制的构建，解决体育学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中国体育学高层次创新型与复合型人才的科学化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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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亮球，1965年出生，湖南益阳人，博士研究生学历，广州体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9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项，教育部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1项及其他课题15项，主编教材1部。
主要从事体育教育训练学与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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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回顾研究生教育是学位制度的基础
，前者的产生相对较早。
有人认为，研究生教育制度与古代宗教的“研修制度”在某些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印度的纳兰陀寺（亦译作那烂陀寺），早在婆罗门教兴盛时便建庙传教，成为宗教教育的圣地。
约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及其僧众便将该寺改造为佛教的高等学府。
至唐代玄奘赴“西天取经”时（约629—645），该寺的教学盛况有如后述：“纳兰陀寺的僧师，在玄
奘时期计一千五百人，僧徒计八千五百人之多，有似今日的万人大学。
在僧师之中，能解经五十种者约十人，能解经三十种者约三十人，能解经二十种者约千人。
寺院院长品学出众，对群经无所不窥，并且年龄最长，为群僧所仰望。
该寺规模宏大，几乎每天有一百项学术讨论或报告，分别在殿堂或讲堂进行。
除睡眠时间外，无时不可听讲或参与论辩。
”论辩内容除宗教教义外，还包括哲学、科学或艺术。
为繁荣学术，不信佛教的智者亦可住寺讲学，使“自由发展”成为该寺的治学精神，颇类似中国战国
时期学宫中的“百家争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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