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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从选题来看，具有现实性与针对性。
紧扣高职教育办学定位，探讨高职科研的特殊性，通过构建激励机制，调动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结合高职院校科研管理实践，研究科研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及提高核心竞争力战
略。

二是从内容与结构来看，具有逻辑性与系统性。
全著共分十章，第一章，绪论，从高等职业教育定位出发，探讨高职院校搞科研的必要性；第二章，
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的定位；第三章，科研管理的指导思想及基本内涵；第四章，高职院校科研的管理
体制；第五章，高职院校科研的管理机制；第六章，高职院校教师科研的素质与能力；第七章，高职
科研与产学研合作；第八章，高职科研与“双师型”队伍的建设；第九章，高职院校科研成果的评价
；第十章，增强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战略。

三是从理论与实践看，重视两者的有机结合，更注重实践性。
全著贯穿着三条主线：通过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构建科研激励机制——促进教师科研素质的提升—
—培养大批“双师型”教师；通过开展科研成果评价——形成激励导向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质量和
科研效益——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通过重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去除学校内部行政化——
增强学院核心竞争力。
逻辑结构上既注重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对高职科研管理的实践指导与应用，又注重剖析当前高职院校在
科研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实践经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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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
曾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京报》、《民权报》、《独立周报》、《神州日报》主笔，中华书局、商
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
中国公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文史馆研究员，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职。
著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学术著作，并出版了《谢无量自写
诗卷》、《谢无量书法》等作品。
谢无量是一位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驱，学识渊博，见识远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变革均有
深入的体认，许多著作具开创之功。
同时，他也是一位在诗词、书法、文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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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在空前加快，这对高校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要成为一名称职的高校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位研究者，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秀的教师。
教师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娴熟地驾驭知识，精选教学内容，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教学
手段，向学生传授解决问题的方法，传播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展望学科前沿，找出有待解决的问题。
高职教育不仅在层次上要具有高等性，更要具有技术性，这就要求教师既要有理论水平，又要有实践
经验。
教师只有同生产一线保持密切联系，才能了解企业的先进技术，参与企业的技术改造。
教师要想拥有对先进技术的发言权，就必须积极开展科研活动，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
　　（三）科研水平彰显品牌和特色　　目前，高职院校的社会声誉不甚好，以致招生困难，这既有
体制上的原因，也与高职院校自身因素有关。
因此，高职院校要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下工夫，在科研上下气力。
目前在产学研过程中企业根本看不起学校，没有科研能力和科研实力，产学研合作就只是一句空话，
就无法培养出企业亟须的高技能人才。
有为才有位，科研水平提高了，才能不断争取到研究项目，成果多了，质量高了，社会的认可度就会
自然提高。
当科研成果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时，企业才会愿意与校方达成合作办学协议，真正意义的产学研互动
才能实现，学校才会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特色显现出来后，品牌也就自然树立了。
　　第三节 科研管理的基本理念　　所谓“理念”，《辞海》的解释是：旧哲学名词，柏拉图哲学中
的“观念”通常译为理念，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的观念指理性领域内的概念，有时也译作理念
，指理性领域内的概念，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
《汉语大词典》则把“理念”解释为“理性概念”，只有那些带有理性认识的观念（而不是一般描述
性的观念）才称为“理念”。
　　科研管理理念是指人们通过实践逐步形成的对学校科研管理的指向性的理性认识，是科研管理的
灵魂，是远景与方向的指导原则和科研管理行为的指南。
科研管理若没有理念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行动和成果上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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