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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也是高等教育研究永恒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质量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许多国家政府、企业界、教育界
普遍和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对质量的理解、质量标准的制定
和保障、认可机制的建立、质量评估的操作和影响的分析，都必须有新的思维和认识。
党中央已明确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把“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
。
而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进行监控，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础性工作。
正如教育部吴启迪副部长在2004年召开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与文凭互认国际研讨会上所指出的：“要
保证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我们需要转变和建立新的、全面的、科学的质量观，需要逐步建立起一个
合理、公正、透明和权威的质量评估机制。
”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教育部实施定期进行教学评估制度和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年度公布制度，
有计划地开展学科专业等专项教学评估，这些工作，促成了高等教育质量监控和保证体系的雏形。
但是要形成系统化、科学化、卓有成效的质量监测系统，建立政府、社会、学校有机结合的多维的、
开放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还有许多问题急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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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省级监控研究》以湖南省高教系统为实例，对省级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控进
行了实践探索和调查分析，资料十分丰富。
在此基础上，在教育和管理理论的指导下，选择恰当的分析框架，针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
，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观点和政策建议。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省级监控研究》深入考察了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省级监控的历史与现状，综合运用
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法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理论，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
控中政府干预与高校自主、国家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关系；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指导
，提出了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加强省级监控有利于促使高校建立自我约束、自我监控、
自我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使高等学校能更充分地利用已有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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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没有限制的学术自由可能会成为一种灾难。
①因此，高等学校首先自己应对学校的教学质量负起责任。
　　高等学校的发展以质量为根本，加强和完善内部质量监控是其应有的义务。
任何对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外部监控都只能基于高校自我监控的基础之上。
教学质量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内各要素以及要素结构均由学校自行配置，政府和社会都不可
能对高等学校的具体教学活动插手干预，因此，系统内的教学过程只能由高等学校自行监控。
“关键是高等教育的专业质量是否适应社会需要--对质量的控制是否已经成为每个教师和基层团体的
自觉或不自觉的指导原则?正是这些个人和基层组织负有提高质量的直接责任。
如果系统内的专业管理能够使学者们互相负责，共同服从客观和公正的一般标准，国家就可以单靠总
体监督这一形式来‘负起责任”’。
“因为无论政府官员如何精确地界定目标，实际结果仍然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人员之间的相
互合作”。
②因此，一个真正持久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不可能仅靠外界的监控而获得，而应该以学校全体师生员
工共同努力为基础。
　　高等学校实现自我监控既是构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基础，也是实施省级监控的目标。
高等学校如果没有自律意识并进行自我监控、自我约束，其自主权就有被滥用的危险，学校的教学及
教学质量也就会受到冲击。
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贝克认为：高等院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
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外界的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
⑧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也呼吁：“大学决不应采取有损于自身尊严或面子的行动。
”④高等学校的教学要做到忠诚于真理和学术而不受外界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必须有赖于自身
的约束。
随着办学自主权的增加，高等学校要靠自己审视社会的变化，寻求发展的机遇，并在竞争中找到自己
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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