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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被人封为“教育家”。
对此，我是诚惶诚恐的。
被封为“家”，大概是已年近花甲的事了，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的机遇——20世纪50年代，我曾提
倡要研究高等专业教育理论，这是一个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领域。
为此，写过几篇探讨高等教育特点、规律和教学过程原则的论文，同教研室的同志们合编过一本《高
等学校教育学讲义》。
但这几件事当时并没有什么反响。
70年代末，我旧议重提。
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历史的转折，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高等教育也在春风中生机勃勃。
人们反思此前30年间高等教育的多次失误，认为大多是由于违反教育规律办事。
研究教育规律，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我的《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刍议》得到回响；《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
》等报告稿被印成小册子辗转流传；我邀请几位同志合编的《高等教育学》多次获奖，和其他同志一
起筹建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也得到教育领导部门的支持。
也正是有此种种机遇，我才不由自主地被封为“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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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懋元，1920年8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
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进修。
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顾问、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国高教
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
现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建人。
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高等教育学讲座》，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上
下册），构建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基本框架。
他还创办并主持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位高
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在多年的工作和研究生涯中，他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并培养了百余名高等教育学科硕士、博
士。
现还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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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29.关于大学教师待遇问题
的思考30.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31.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32.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
挑战——在教育与社会进步中外学者研讨会上的报告33.立法：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保障34.高等教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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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序66.《WTO与中国教育发展》序67.《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序68.《中
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序69.《现代远程教育论》序70.《战后日本大学史》序71.《MBA
教育质量控制系统研究》序72.《高等教育产业的特殊性研究》序73.《高校校园文化研究》序74.《高
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和法人化——国际比较的视角》序75.《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序76.
《高等教育社会学》序——合作模式35.自学考试应通向农村36.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观37.走
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38.高等教育将走进社会中心39.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40.当前对民
办高等教育若干认识问题——在民办大学校长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41.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
展——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42.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43.试论从
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4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45.民办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的若
干问题46.一流大学与排行榜47.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关系辨析48.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序言及其
他49.《高等工程教育结构改革研究》序50.《大学教育思想研究》序51.《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评
介52.《陈嘉庚教育文集》序53.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百年之功》序54.絮语·贺忱55.《高等专
科教育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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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校网，并且要求大大扩充学生的名额。
所有这些学校的工作都研究得很差，在教育著作中几乎没有加以阐述，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主管科学
研究的机关，而教育科学工作者又很少注意这些学校。
但是在职业学校的日常工作中，发生了许多要求全面地在理论上加以研究的教育、教养和生产教育上
的问题，这种理论研究工作是这些学校的教师们不能实现的，因为他们在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连最
起码的修养也没有。
”①　　这个问题不但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育科学理论研究上，也同样存在于我们中国。
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专业性质的学校在教育上日趋重要，数量迅速增加。
专业教育的特殊问题，也必须提到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上来。
然而我们的教育学所研究的只是普通学校教育问题（另有学前教育学，研究学前教育问题）。
这样，对于提高专业教育效果来说是不利的，对于全面地提高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水平也是不利的。
　　有人认为，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原理原则上是一致的。
只要研究普通教育学，即能解决专业教育的问题。
至于专业教育的特殊问题，仅是一些制度、方法上的问题，可以让法令与具体经验介绍来补足这个部
分，不必另有什么专业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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