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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自我学习管理》

前言

　　“高等院校管理”随着高等院校的设立而产生，是人类社会对高等教育事业必须进行的控制与协
调。高等教育事业，其规模与内涵，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变迁，已经完全不同于欧洲古老的中世纪模
式，发展成为今天的现代高等教育。尽管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不一，但是，世界各国为了尽快
提高本国高等教育的水平与质量，把目光转向了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各国高等院校的组织与结构情况、
认识和理解各国所采用的管理手段以及对高等院校具体办学事务做出的安排。这是各国高等教育研究
人员都关注的学术领域。欧美国家出现的高等院校管理组织学说以及推出的理论模型，为我们认识和
理解现代高等院校管理形态提供了分析与借鉴的基础。理论模型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概括出该模型所解
释的高等院校的办学方向和特征，从而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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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自我学习管理》

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自我学习管理》试图回答如下几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机构的自我学习？为什么它对大学如
此重要？什么是机构自我学习的核心过程和技术？自我学习能够为机构的未来贡献什么？
从21世纪开始，组织学习已经成为复杂机构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概念之一，大学与学院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很多机构在面对由公共的期望、政治的期望所提出并产生的困境时，难以作出有效的识别、
反应和解决。《高等院校自我学习管理》提供一些实践性的指导，它们被镶嵌在理论的情境之中，并
通过一些工作案例加以阐释。作者在书中试图展示，严格的自我学习是如何构成了关键性的决策以及
机构的战略过程的基础。此外，书中的案例也表明，自我学习能够支持大学普遍有效的运作，并能使
大学获得不断提高的声望。全书的核心就是，如何把大学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自我反思的共同体，
它能够充分地进行分析并利用各种资源，并因此能够满足来自于内部的驱动力——进行基于证据的实
践，以及满足来自于外部机构的要求。《高等院校自我学习管理》对于高等教育的管理者、研究者和
政策制定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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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沃森，布莱顿大学校长、英国大学长期战略小组主席。他是丛书中《高等院校战略管理》
一书的作者，也曾主编或合作主编了其他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图书。如《管理模块化课程
》（1999）、《开发教授的教育》（1992）、《管理大学课程》（1994）、《终身学习与大学》（1998
）、《高等教育的新方向》（2000）、《高等教育与生命课程》（2003）等。　　伊莉莎白·麦迪森
，布莱顿大学战略规划办公室的主任、大学管理者合作规划论坛的主席。她曾经是全国高等教育研究
秘书处的成员、理工学院拨款委员会和继续教育拨款委员会的高级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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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尽管人们对这些大胆的论断做出经常性的提醒，但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一系列有趣的、表现
出积极影响的案例研究，这些积极的影响来自对集体学习以及把学习理解为成功决策的核心等所具有
的信念。这些案例研究包括：　　·改变组织的文化、结构和实践的审慎努力（Shell，Ford，由（hoo
描述，1998）；　　·探究复杂组织中的组织学习的一些特定的挑战（例如，研究如下的问题，即“
知识工作”是否需要不同的组织原则和实践，诸如“知识网络”[Mileseta1.2 002：348]）；　　·一些
严格圈定的项目，指向于把一个技术要素引入到具体的学习和决策情境中（例如，在医疗服务中的决
策探试法[Milner 2000]）；　　·一些研究的努力指向于有意识地开发和管理对环境进行检视的能力
，并把这种能力作为对组织的复杂特征进行管理的组成部分（Pettigrew&Whipp1991）。　　然而，相
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涉及如何把它们应用到公立机构中去，对应用到大学来说，则更是少之又
少。有些机构做了这样的应用，这些机构的借鉴与应用从简单（Sallis&Jones[2002]，有关在教育中管理
知识）到复杂，不一而足。但是，这些应用者也充满着疑惑之情（如Fuller[2002]，他就怀疑大学是否
有能力以有意义的方式吸收组织学习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已经开展的应用而言，最获益的一点就是
，它们提

Page 6



《高等院校自我学习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