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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高等学校，一百多年来，先后涌现出
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史学者，形成了丰富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为全国的教
育史学科建设和课程教学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就在全国率先创建了教育史教学组。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邱椿教授、毛礼锐教授、邵鹤亭教授、陈景磐教授、瞿菊农教授等
一批教育史学者齐集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全国一流的教育史学术队伍。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殚精竭虑，著书立说，培养后学，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
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开办了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班，为全国培养了一批教育史
专家。
　　近三十年来，以王天一教授、张鸣岐教授、夏之莲教授、吴式颖教授、朱美玉教授、高奇教授、
王炳照教授、刘德华教授、郭齐家教授、何晓夏教授等为代表的一代教育史学者继往开来，锐意进取
，重建和振兴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通过队伍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使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史学科继续保持了自我发展和不断更新的良好态势。
2001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主要以原教育系一个教研室的力量为基础申请国家重点学科并获
得批准。
2007年被再度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
　　20世纪末以来，老一辈教育史学者相继离开工作岗位，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已经走
到了历史的前台。
如何在老一辈教育史学者所开创的学术事业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和知识进步的要求，进一步推进
教育史学科发展，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继续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如何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科积淀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不断更新教育史学科
的研究范式？
如何通过学术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推进教育史课程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教育
史学科的功用？
这些都是摆在新一代教育史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术自由>>

内容概要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大学之魂》由李子江著，探讨了学术自由的重要作用及其面
临的挑战。
《学术自由——大学之魂》主要分为四编内容：第一编探讨了学术自由的含义，介绍了学术自由研究
的总体情况，重点分析了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形成、发展历史及其特色；第二编考察了美国大学教师
终身聘用制度在保障学术自由和促进学术职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编介绍了我国高校教
师职务任用和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分析了我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之间冲突所产生的学术自
由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和建议；第四编回顾了我国教师教育培养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析了我国
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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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子江，1968年12月生，湖北十堰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史、美国学院和大学史和高等教育管理。
主要著作有：《大学：自由、自治与控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变
迁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美国高等教育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等；公开发表《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特色》（
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我国教师资格制度建设：问题与对策》（教育研究，2008年第10期
）、《我国教育硕士培养的学术化倾向及改革对策》（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5期）等论文；主持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重点等课题，2008年获北京市第
五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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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探索多元化的高校教师岗位聘任制度　　由于学术职业是以复杂脑力劳动为主的活动，具
有不同于普通劳动的特点。
学术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用经济规律代替教育规律，必须充分体现高校教师职业的特性。
学术职业的相对稳定性不仅是教师创造性开展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而且是提高学术职业吸引力
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增强高校教师的职业魅力，从而吸引大批社会精英进入高校教师队伍，从而确保
高校的师资质量。
因此，高校教师岗位聘任制度改革必须考虑不同类型院校的功能定位以及不同教师的实际情况，采用
多元化的教师任用制度，对部分成绩突出，有发展潜力的教师，在职务晋升的同时可成为终身聘用教
师，提供长期稳定的教学、科研岗位，促使教师潜心基础性和长期性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学术创新创
造宽松的环境。
同时，对部分教师实行固定期限的合同制聘任，明确规定教师的岗位职责和任职期限，学校根据需要
和工作绩效决定是否续聘，同时与晋升相结合，以提高教师积极性。
一方面，通过教授职位分级，或设立终身教授职位，吸引高水平的优秀教师；另一方面，通过聘任合
同、聘期考核等方式，促使高校教师岗位上不称职、不合格的教师主动选择适合自己能力水平的职业
和岗位。
　　（二）完善高校教师岗位聘任的考核评价体系　　高校教师岗位聘任离不开科学的教师考核评价
体系。
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正确评价教师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水平，才能鉴
别出具有优秀业绩和发展潜力的教师，从而为高校教师的岗位聘任提供依据。
然而，我国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存在重科研业绩、轻教学成果的现象。
由于教师的教学质量或社会服务质量的评价相对比较困难，高校教师考核指标体系除了规定教师必须
完成规定的课时工作量等指标外，对教师履行教学或社会服务职能的评价往往流于形式。
而对教师科研方面的评价则通过发表论文的级别及数量、获得科研项目的级别及经费以及科研获奖等
级等方面的指标来衡量教师的能力和业绩，因此考核结果不能全面公正地反映教师的全部工作。
一方面高校要求大学教师全面履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职能。
另一方面却又把研究和发表论文、专著作为教师晋升职务或业绩考核的主要标准，这种做法遭到高校
教师的抵触也就不可避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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