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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4辑）：教育研究的三个视域》主要内容包括：高等教育发展
的知识解读、论知识范式的转型与大学的发展、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乏力分析、论市场竞争下的大学发
展战略、高等教育质量的知识解读、论我国大学竞争的知识逻辑、论大学松散结合组织特性的知识根
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大学文化冲突与中国知识人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研究的三个视域>>

作者简介

　　毛亚庆，196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_上生导师，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教育部小学校长
培训中心副主三任，教育部华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全国校长培训研究会副主任，全国高
等教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院校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爱生学校与学校管理”执行办公
室主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研究项日中方专家，国际刊物第一期合作编辑。
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2002年）和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2009年）做高
级访问学者，2005年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得省部科研奖励4项。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基本理论、学校管理改进与人力资源管理及高等教育管理与发展。
先后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级一般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博士点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与发展项目、教育
部校长领导力提升网络课程项目、北京市教育规划办研究项目、国家工商总局研究项目等20余项。
在《教育研究》《新华文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高等教育研究》等中外刊物发
表论文60多篇。
著有《校本培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大学合并与整合管理研究》（教育科学出版
社2010），《基于知识观的大学核心竞争力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基丁二知识的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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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知识社会中的知识与以前社会中所认为的知识（与事实上目前仍然广泛认为的知识）具有根
本的区别。
⋯⋯在知识社会，知识只有在应用中才能生存。
”利奥塔也明确指出：“人们使用知识一词时根本不是仅指全部指示性陈述，这个词中还掺杂着做事
能力、处世能力、倾听能力等意义。
因此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能力。
它超出了确定并实施唯一的真理标准这个范围，扩展到了其他的标准，如效率标准（技术资格）、正
义和／或幸福标准（伦理智慧）、音美和色美标准（听觉和视觉），等等。
” 　　以上关于知识扩展的研究表明，当代知识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从单数的知识到复
数的知识； 　　从静态的知识到动态的知识； 　　从客观的知识到主观的知识； 　　从价值无涉的
知识到价值关联的知识； 　　从理论化的知识到操作化的知识； 　　知识的扩展带来高等教育质量
范式的转换。
从高等教育质量观来说，由于知识从单数变为复数，一元的质量观必然变为多元的质量观；由于知识
从静态变为动态，必然要求发展的质量观；知识从客观到主观要求人文的质量观；知识从价值无涉到
价值关联要求适应性的质量观，知识从理论到操作必然要求实践能力的质量观。
 　　三、知识特性与高等教育质量 　　知识概念的扩展导致知识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知
识的生产性、知识的公共性、知识的自主性。
知识的生产性导致了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的公共性引起知识的权力化，各种权力，尤其是政府的权力
界入知识生产传播运用，与此同时知识本身也变成了权力；知识的自主性曾是知识的古老特性，但知
识概念的扩展赋予其新的意义。
　　1.知识的生严性 　　知识在生产领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知识的生产性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知
识变成资本，知识资本可用于投资，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从闲逸的好奇变成资本的投资，从“爱智慧
”变成“爱回报”。
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知识资本的变化轨迹，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是知识变成商品，可以自由的交易，知识从无产权变成有产权，从装饰门面变成流通商品，从交流
思想变成交易知识。
由此，知识的评估从内在价值转变为外在价值，从智慧的价值变成金钱的价值（value for money），从
理论的价值变成实践的价值，高等教育相应的也就从“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变成“社会的高等教育”
。
效率、效益、成本一收益、金钱的价值等等变成高等教育评估中最常见的口号。
知识的生产特性决定政府与社会介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必然的，象牙塔必然要被打破。
政府与社会必然关注应用与关注效率，对高等教育质量有更多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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