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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性研究》

内容概要

针对当前大学普遍存在的诸多乱象或“失范”现象，本书从大学发展历史和现实角度，对这个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较高理论价值与很强现实意义。作者在评述大量教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领域
的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对于大学理性概念进行了高度系统的分析和界定，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大学演
进过程中的理性变迁，探讨了大学理性的哲学问题，利用韦伯理想类型理论建构了概念分析工具，对
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行动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批判分析。作者提出应重视大学理性精神研究中的元
理性研究，这是作者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有创新性的理论见解，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行文
流畅，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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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性研究》

作者简介

张学文，1973年11月生，湖南醴陵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新华文摘》杂志教育学专栏
编辑，副编审，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管理，期刊编辑与管理。在《教育研究》、《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权威报
刊媒体上发表二十多篇专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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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性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马车之喻”与“萨默斯事件”
第二节 大学理性失范与大学问题论争的再诠释
一、大学理性失范：概念、表现及其根源
二、大学问题论争的再诠释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假设与解释路径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第五节 本书的基础概念与篇章结构
一、本书可能涉及的基础概念
二、本书的篇章结构
第二章 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理性概念及其功能
一、理性的中西分歧与多重内涵
二、理性的道德功能与知识功能
第二节 理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流变
第三节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流变
第四节 “理性哲学”“情感哲学”与人文主义传统
第五节 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
第三章 西方大学史上的理性与变革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12世纪初一15世纪末）
一、大学与教会、国家：从“大学与上帝的事业融为一体”到“大学主动依附于国家”
二、大学与社会：自我“封闭”与“贵族化”倾向
三、大学、学者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参与官僚化进程
四、课程、学位与管理：制度化与民主化倾向
第二节 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6世纪初-19世纪初）
一、大学与教会、政府：保持正统性与促进公共生活
二、大学学科序列的新变化与大学理性知识结构的制度变迁
三、讲座席位与教授群体的出现
第三节 近代中后期的大学（19世纪初-20世纪中叶）
一、1 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大学观：大学是“教学与科学相结合”的理性共同体
二、1 9世纪中叶的英国大学观：大学是通过传授“自由知识培养”“有修养的绅士”的场所
三、1 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的美国大学观：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并重的“新理性主义大学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大学（20世纪中叶至今）
一、大学与外部：以科学为基础
二、大学的政治化倾向：从理性共同体趋向多方冲突的政治机构
三、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化的机构
第五节 大学理性的基本概念：内涵与外延
第四章 韦伯的“理想类型”与大学行动
第一节 韦伯大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 韦伯的“理想类型”与社会行动
一、“理想类型”研究方法．
二、“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方法准则
三、理性化逻辑及社会行动类型
第三节 韦伯大学思想：现代官僚体制下
一、大学官僚体制
⋯⋯
第五章 大学理性与中国大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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