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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英格兰高等教育变革研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19世纪英格
兰高等教育变革的历史基础、背景条件和发展过程，力图获得一些关于高等教育变革和发展的规律
。19世纪是英格兰高等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要时期。为适应经济政治的发展，英格兰的高等教
育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原生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典型。
全书内容包括：19世纪英格兰高等教育变革的历史基础；新大学的兴起——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达
拉谟大学的诞生与发展；老大学的变革——牛桥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变革；新大学的继续——城市学院
运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尝试——大学推广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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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安徽省教育厅科研课题“当代中国人人格现代化研究”、安徽省人事厅科研课题“TOT现象实验
研究”，主编《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班主任工作技能》、《教师口语训练研究》、《教育改革
的理念与策略》等作品。曾获得河南省1997年教育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1997年青年奖、河南省教育厅1998年科研成果优秀论著二等奖两项，安徽省教育厅2005年省
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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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世纪末，西欧封建制度进入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各国除了掠夺财富
、开采金矿增加黄金以外，还陆续发展对外贸易，以积累资本。在商业活跃的同时，封建割据限制了
商业资本的活动。国王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豪华生活的浩大开支，也关心商业的发展。共同需要导
致了封建国王和商业资本家的联盟，为此实施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称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只
有商业尤其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必须采取行政手段禁止金银输出，积累货币财富，主
张鼓励出口，多卖少买或不买。重商主义在17世纪中期达到鼎盛时期，为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动力。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逐渐发展起来，工业生产迅速
发展，重商主义逐渐走向衰落，重商主义的国家保护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贸易自由成为迫切
要求。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其核心就是让市场机
制发挥作用，即政府应该拒绝设置任何特权，采取积极的行动摧毁垄断；整个社会应该维护自由竞争
，必要时可以由国家采取措施。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英国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使经济得到巨大发
展，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工厂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残酷的压榨工人，大量雇
佣童工和女工。虽然资本家越来越富，但工人却越来越穷。面对破坏工具和消极怠工的问题，一些工
厂主开始插手教育。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岳父戴维·戴尔雇用了500名贫困儿童，同时，负担
他们的衣食住和教育。1796年，戴维·戴尔写信给曼彻斯特卫生委员会，谈到他向童工提供的教育成
就①。欧文从1816年起在纽拉纳克把他以前所办的各种教育机关合并起来，成立了“培养性格新学院
”，产生了广泛影响，导致其他一些工厂主纷纷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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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世纪是英格兰高等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要时期。为适应经济政治的发展，英格兰的高等
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原生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典型。本书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19世纪英格兰高等教育变革的历史基础、背景条件和发展过程，力图获得一些
关于高等教育变革和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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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但能提供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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