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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懋元，广东揭阳人，1920年生，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处长、副校长、顾问、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等；现任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
，兼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深圳大学等多所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兼职教授或研究员。
　　潘懋元教授，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奠基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
2000年教育部&ldquo;庆祝潘懋元教授从教65周年暨80华诞贺信&rdquo;对他给予高度的评价：&ldquo;
潘懋元教授作为一名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教育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为创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丰富
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教师，培养了大批高层次教育学人才
，桃李满天下，为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理论骨干教师队伍和研究队伍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优秀的
教育活动家，对我国若干重要教育改革决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高等教育宏观决策
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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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高等教育学讲 座》第三版前言《高等教育学讲 座》第二版前言《高等教育学讲 座》第一版前言第
一讲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二、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三、高等
教育学的基本体系和内容四、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的若干问题第二讲 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对高等教育
的作用一、教育基本规律与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的关系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三、教育
内部关系的基本规律第三讲 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一、高等学校社会职能的历史演变二、现代高等学校
社会职能的发展变化三、我国高等学校社会职能的发展变化和问题四、高等学校社会职能的发展规律
及其趋势第四讲 高等教育结构一、高等教育结构的概念二、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三、高等教育的科类
一专业结构四、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五、研究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的方法论意义第五讲 高等教育专业培
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一、高等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二、高等学校专业教学计划三、学分制教学计划第六讲 
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一、教学过程的特殊性二、教学过程的本质与规律三、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特点
第七讲 高等学校教学原则（上）一、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hellip;&hellip;第八讲 高等学校教
学原则（下）第九讲 课堂讲授第十讲 高等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第十一讲 高等学校德育过程与原则九
十感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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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讲　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对高等教育的作用　　一、教育基本规律与教育方针、教育目的、
培养目标的关系　　&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之后，人们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与挫折、经验
与教训，认识到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按经济规律办经济，按教育规律办教育。
于是，许多同志就提出，请你们搞教育科学研究的说说：什么是教育规律?教育有哪几条规律?这些问
题很难几句话说清楚，因为一般&ldquo;教育学&rdquo;，并没有明确写出几条规律来。
实际上，整本&ldquo;教育学&rdquo;除了一些具体问题的叙述、解释之外，应该说基本上都是教育规
律的阐述，是各个层次规律的论证及规律的运用。
不过没有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标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都有哪几条规律而已。
规律是多层次的，有外延很宽的，也有外延较窄的；有制约全面的，也有只制约某一方面的。
教育基本规律是制约一切教育工作的，这是第一层次的规律。
教学方面有教学过程的规律，是制约教学工作的；德育方面有德育过程的规律，是制约思想政治、道
德品质教育的；学校组织与管理方面有科学管理规律，是学校行政工作所应遵循的，这些是第二层次
的规律。
第二层次之下还有更低层次的规律。
如教学方法方面有知识与智能关系、循序渐进种种规律；德育方法方面有认识、情感与行为的一致性
，家庭、社会与学校的一致性等，这是第三层次的规律。
不过这些低层次的规律常被写成原则、关系、联系等，如果它是反映客观必然性的东西，那它就是规
律的阐述。
问题不在于它的高低，而在于它是否反映客观必然性。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理论、原则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原则有的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有的是错误的或不完全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认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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