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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年青而又最富活力的学科。
同时，又是一门立足本土，并非依附于西方理论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学科。
我和陈兴德撰写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路》一文指出：“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理论，
早期主要是从西方引进而带有一定依附性的话，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证明，通过提升
文化自觉，立足本国实际，大胆借鉴，不断超越，勇于创新，所走的完全是一条非依附发展的道路：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他国引进的；第二，高等教育科
学研究紧密追踪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第三，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重视学科建
制，和西方高等教育的‘问题研究’取向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论点，在一篇短文中不可能充分展开，更不可能用确凿的历史资料进行实证。
李均的专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正是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论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所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的科学与学术并非只能处于“边缘”而依附于“中
心”的西方；论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对西方的经验与理论，虽有所借鉴，但始终以本土化为立足点
，追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在反映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与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过程中，
创立富有本土气息的理论框架，并逐渐推向国际化。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这部专著，除“引论”外，按历史发展顺序，分为4编。
第一编“前学科时期”（第l-3章）。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许多教育家研究普通教育问题时，对高等教育也有所涉及，但这些研究只是零散
无序的评介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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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作为国内第一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专著。
正是为更好地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实而作，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和现实而作，
为创造中国尚等教育研究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作。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不了解历史，不仅无法真正地理解现在，也难以有效地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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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均，1968年10月生，江苏武进人。
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厦门大学高教所取得教育学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现为深圳大学商教所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沦与历史。
近年米，主持承担多项省部级课题，参与制定深圳市教育改革的霞大规划，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
文50多篇.曾获得厦门大学“懋元奖”一等奖、中国高等教学会第二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沦文奖
、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沦文奖、广东省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2001年入选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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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初步开展　　研究队伍的建设是影响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关键
因素。
除了积极吸纳高校教师、干部加入到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外，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培养一批专门的
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高等教育研究人才，是壮大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促进高等教育研究深入和持续发
展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在这个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探索。
　　第一节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起步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建立后，确定了建立高等教育学
新学科和加强研究室自身建设的发展目标。
但当时研究室创业伊始，步履艰难，研究人员老化、研究力量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
研究室几位教师平均年龄超过50岁，有的已中断教育研究多年，虽然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很大，但依
靠现有力量实现上述目标难度极大。
同时，从全国高等教育研究全局看，要广泛宣传和推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
也必须大力培养本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那么，新兴学科如何培养人才？
潘懋元认为，“不能像老学科新设专业点那样先培养本科生，再培养研究生，应当一边进行研究，一
边培养研究生，师生共同创建新学科”。
为此，研究室建立不久，潘懋元便开始考虑和筹划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的培养问题。
　　1979年7月16日，上海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派副理事长黄震、郑启明等6人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
参观访问，两个单位在交流高等教育研究的做法和经验、商议发起组织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等事宜的
同时，也谈到了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问题。
鉴于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历来是全国教育学科师资力量和研究水平最强的单位之一，潘懋
元诚恳地向上海客人提出建议，希望上海师范大学能够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代培研究生或进修教师
。
他的建议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几位同志的初步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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