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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

前言

　　浙江省教委副主任　郑继伟　　为了全面提高高等学校教师素质，使其具备教师职业所必需的教
育科学知识，增强教书育人的技能，明确教师的职责和行为规范，以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需要，我省于1991年开始在普通高校试行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制度。1991年10月，浙江省教委下发《
普通高校试行教师岗位培训制度的意见》。1996年又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制订了《关于实行高校
教师岗位培训制度的意见》。通过边实践、边总结、边探索、边完善，逐步形成一套规范化、制度化
、经常化的岗位培训制度。　　编写切合实际、符合青年教师需要的教材是搞好岗前培训工作的重要
环节。我省通过试点实践和广泛征求意见，在省教委的主持下，于1992年组织专家编写了《高等教育
学》、《大学心理学》、《高校教师伦理学》三本讲义及教学大纲，在1996年又编写了《高等教育法
规基础》讲义。随着《中国教育发展纲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教师法》、《教育法
》、《教师资格条例》及《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的颁布和实施，原国家教委在1996年4月印发
了《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行细则》和《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从政策上规范了
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当前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的
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正面临全面的更新和
提高。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
训工作，提高培训质量，省教委组织我省的专家、学者，依据《高等学校岗前培训教育指导纲要》，
对原试用讲义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和充实，并将这四本教材确定为今后岗前培训的主要参考教
材。改编后的教材，更加体现了内容的现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突出了理论的实际运用和
启发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考。因此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
结合教学实践，拓宽培训形式。改革教学方法，促进岗前培训效果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高等学校教
师岗前培训不断完善，更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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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
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手段等也面临全面的更新和提高。
    为了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提高培养质量，依据《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指
导纲要》，对原试用讲义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和充实，并将这四本教材确定为今后岗前培训的
主要参考教材。改编后的教材，更加体现了内容的现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突出了理论的
实际运用和启发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考。因此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认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开展理论数
学的同时，结合教学实践，拓宽培训形式，改革教学方法，促进岗位培训效果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
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不断完善，更趋规范。
    本书就系统分析了高等教育发展史、基本问题、教育结构、培养目标、教师和学生 、教学方式、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全书结构清晰，理论丰富，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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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高等教育发展史
第二章 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
第三章 高等教育结构
第四章 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
第五章 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 
第六章 高等学校的教学（上）
第七章 高等学校的教学（下）
第八章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
第九章 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
第十章 教育评估
第十一章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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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高等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高等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受政治制度所一制
约，又对政治的稳定、发展、改革起重要作用。　　（一）政治制约着高等教育　　政治决定教育的
性质，其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教育的领导权、受教育权以及教育目的、培养目标的制定上。在阶级社
会中教育具有阶级性。　　第一，表现在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上。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使
教育遵循其政治方向，更好地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就要把教育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统治阶
级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颁布各种教育政策、法令、规定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来规范大学的政治方
向；通过任免高等学校的领导，以至任免大学教师等人事组织措施保证其政治意图的落实；通过财政
拨款、资金筹措等经济手段，对高等教育实行有效控制；通过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力量来影响高等
教育的方向和活动等。　　第二，政治决定着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权上。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地位在政
治上的不平等也反映在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上。奴隶社会只有奴隶主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封建社会
的教育不仅具有阶级性，在统治阶级内部还存在受教育权利的等级性。例如我困唐代规定了学生进入
各种学校必须具备的家庭出身的品级。资本丰义社会为了发展生产的需要；实施普及义务教育，但是
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权利仍然与家庭和个人资产有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尚存在贫富
不均的现象，但国家采取了种种办法，力求使高中毕业的适龄青年，有同等的入学竞争机会。并“通
过多种形式对高校特困生给予资助，保证经高考录取和已在校的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行动计划》）　　第三，体现在教育目的和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上。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通过制定教育目的和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来规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方向，通过审批科系、专
业设置，规定高等学校的某些教育内容（主要是德育内容）等，以保证高等教育培育的各种人才的政
治规格。　　（二）高等教育为政治服务　　教育具有维系国家和社会政治概念，促进社会政治发展
的功能。教育的这种功能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学记》中的“建困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
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清末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人物康有为的“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等
，都说明了这一点。　　为社会政治服务曾是传统教育的核心功能，甚至是惟一功能。在当代社会，
政治功能只是教育的多种功能中的一种，但仍然是教育社会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不可能超脱
政治。美困的理查德·D·范斯科德等曾指出，在美国“任何一级政府，教育都不会超越政治以外的
活动”。①马克思主义者更是重视并公开宣布教育为政治服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
斯指出：“资产阶级的教育，是由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受资产阶级影响并为　　之服务。无
产阶级的教育就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即要反映无产阶级的要求并为之服务的。”列宁在批判资产
阶级关于教育“超政治”观点时指出：“我们公开声明，所谓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
是撒谎骗人”。①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也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高等教育为政治服务，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传播一定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法律规范，使受教育者达到政
治社会化。所谓政治社会化，是指个体逐渐学会被社会政治体系所倡导或认可的政治规范和政治行为
方式的过程。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所制定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通过传递规定的教育内容
，培养具有符合统治阶级意志与政治意识的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既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又能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利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巩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就是要遵循
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符合社会主义需要的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和道
德品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以维　　护社会主义制度，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为国家培养专门的政治人才，直接为巩固政治制度服务。任何社会的
统治阶级都要为本阶级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主要从本阶级出身而具
备统治才能的人才中选拔。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倡民主制度，培养和选拔政治领袖人才，虽然仍重
视阶级出身和政治领导才能，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化，除了需要政治才能外，还需要有较高
的科学知识和管理才能，因此，现代社会的国家各级领导人才，一般要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例如：
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牛津、剑桥，日本的东京、早稻田等大学就是培养政界高级官员、企事业
界的高级领导管理人才的机构。我国当前为进行现代化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亟需一大批受
过高等教育，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级优秀领导人才。　　第三，作为一种
社会力量的教育对社会政治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和政治斗争急剧的历史
时刻，学校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这是因为学校，尤其在高等学校里集中了大批头脑敏锐，思
想活跃、社会责任感强的知识分子。学校常常通过师生的言论、行动、演讲、文章、刊物等宣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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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造成一定的舆论和社会影响。因此，要保证政治稳定，推行社会政治改革，重视教育的政治
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教育的这一功能的发挥与运用。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研究高等教育现象，揭示其规律的科学。它是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规
律是事物或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现象正是这种内在的必然联系的外在表现，人们只有通过
对现象的研究，才能认识事物苛事物间的内在联率，从而揭示有关的规律。为了进一步搞清什么是“
高等教育学”，有必要先搞清楚几个相关概念及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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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但不知道考不考
2、没读。
3、还可以，不知道会不会考
4、很有用的一本书，对考试有帮助
5、书的内容写得很详细
6、讲得很详细，很全面。
7、学术性很强！高校教师招考必读！
8、书一看就是仓库里压底儿的⋯⋯又脏又破⋯⋯看上去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品，纸色发黄。不
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本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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