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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当今时代，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而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本途径。
因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我国则把教育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其重要地
位日益突显出来。
如今，关于高等教育已有太多的溢美之词。
比如，在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的新时代，高深知识从社会活动的边缘走到了社会生活的“中心”①，大
学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②，学术专业上升为社会的“关键专业”，即在一个日益为各种专家
所支配的世界上，“大学教师已经成为其他专业的教育者和选拔者”③。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势不可挡。
我国高等教育通过20世纪末以来的大发展，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并以2300多所高校、2700万在学人
数（其中有2000多万全日制在校生）、每年500多万大学毕业生的规模跃居世界高等教育大国。
然而，我国还不是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最大的差距已经不是硬件，而是软件，表现
在学术水平、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说到底是师资队伍仍然不能适应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
。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得好：“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办大学，固然需要大楼，但更需要大师。
大师是师资队伍的翘楚，毕竟凤毛麟角，所以这里的“大师”更具象征意义，泛指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正如没有青藏高原，哪有珠穆朗玛峰一样。
高水平教师，不仅学术造诣精深，教学艺术高超，而且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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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学》以促进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旨趣，介绍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探讨高
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分析教师专业和专业发展、学生群体的学习过程，进而阐述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和管理，力图有机整合高等教育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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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 高等教育学的发展　　高等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年轻学科。
尽管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发展相当迅速。
高等教育工作者应当了解这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潜在价值，增强学习高等
教育学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自觉性，以便更好地应用科学原理指导工作实践，同时为高等教育学的
学科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1.3.1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以高等教育的现象、问题和矛盾为研究对象，
旨在揭示高等教育规律的科学。
规律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现象是这种内在联系的外在表现。
人们只有通过对高等教育现象、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才能认识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揭示高等教育
的发展规律。
　　按照层次和范围划分，高等教育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
例如，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就是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问题；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大众
化背景下，高等院校如何找准定位、办出特色，属于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问题；高等院校如何改革教
学管理制度以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是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问题。
　　根据高等教育的不同运行形态，高等教育可以划分为观念、制度和实践三种。
例如，终身教育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种教育思潮，倡导人人应当学会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
念，而终身教育思想的落实必须通过教育制度创新。
如何打破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大学、学习与工作之间僵硬的人为界线，使求学者根据个人需要方便地
接受高等教育，便是高等教育制度面临的重要课题。
若要评判终身教育发展水平，则必须考察终身教育的实践形态，包括学校和教师为贯彻终身教育思想
所作的各种努力。
　　高等教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旨
在扩展理论知识，后者着力解决实践问题。
与此相应，高等教育也有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划分，像高等教育的目的、价值、性质等属于理论问
题，而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如何保证高等教育公平则属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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