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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研究》收进本论文集的28篇论文是2000年以来发表的论文中较有代表性
、且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如从被转载的角度来看，这28篇论文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高等教育》等转载了18篇次）。
这28篇论文按照内容被分成“大学制度改革理论研究”、“大学理念·学术权力·质量研究”、“中
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研究”五个部分，反映了
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工作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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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建华，1998年毕业于日本名占屋大学教育学部，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高等教育学科评审组成员，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FrontiersofEducationinChina编委等。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和比较高等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十五”期间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重点课题“大学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
主要著作有《高等教育学新论》（第一作者）、《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
》、《战后日本大学史》、《大学制度改革论》（第一作者）。
2000年以来在《新华文摘》、《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教育研究》等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60余篇。
　　研究成果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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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大学制度改革理论研究大学制度改革的倾向性分析大学制度改革的法治化问题探讨现代高等教
育改革的基本特征19世纪以来英国大学制度改革的基本特征及其分析大学的法律地位分析　　——研
究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一种视角必要的张力：构建现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　　——以战后日本
国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冲突与调和为例关于大学“模式移植”的若干思考两种大学自治模式的若干比
较第二编 大学理念·学术权力·质量研究思想的力量：影响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改革的大学理念费希
特的大学论及其对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改革的影响关于彰显学术权力的若干问题高等教育价值观视野
下的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内部管理与外部监控的关系分析第三编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关于新
中国成立后头17年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理论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的特点探析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三大矛盾辨析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分析中国大学课程体系改革分析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特
殊性的若干分析第四编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研究世纪之交的日本战后第三次大学改革“科学技术创造立
国”政策下的日本大学改革日本大学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　　——《国立大学法人法》的出台及其分
析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大学评价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日本大学教师任期制改革述评日本私立大学的
发展特点及其启示第五编 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分析近20余年来我
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六五”至“十五”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试析高等
教育研究的“泛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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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
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在社会本位为主的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认识是高等学校必须
培养出国家建设需要的、符合规格要求的专门人才。
如何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呢？
几十年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系。
这套培养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的培养目标，严密的教学计划和既定计划规范下的教学活动等。
　　培养目标是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中首先得到确定的。
培养目标分为整体性的与专业性的两个层次。
整体性的培养目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所规定的：
“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
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
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
科学的新进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专业性的培养目标是指各专业所要达到的具体人才目标，如工科类的工程师、师范类的教师、医科
类的医生等。
培养目标不仅是专门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依据。
　　“教学计划是学校全部教学工作的基本纲领，是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
完成教学计划是学校的基本任务。
没有教学计划，学校的全部教学工作便无所依据，就不可能把教学工作引向有目的、有计划的轨道上
去，也就失去了完成学校基本任务的保证。
”教学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为实现整体性和专业性培养目标所设置的体系化的课程和各种教学活动，
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的质量规格是教学计划制定的基本依据。
学校的全部教育、教学活动依据教学计划而展开，教学计划是培养合格专门人才的根本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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