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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线索，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入手，在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
高等教育制度古近变迁之际的标志性事件为依据，进一步选取学科制度、管理体制、书院制度和科举
制度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高等教育学科制度在实现从“人文”学科向“科学”学科转变的过程
中所体现出的“重用轻体”特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高等教育管理机构不断专门化的过程中所体现
出的“政教不分”特征，书院制度在盛衰循环中通过以“道”抗“势”与以“道”附“势”双重性格
所体现出韵“道势相依”特征，以及科举制度在万变万难的兴废历程中所体现出的现实运行效果对“
公平选贤”理想的背离，并分析了四大制度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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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晓云，女，1966年12月生，湖北省公安县人，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19g0年获华中师
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获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任广州大学教
育学院教育学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学术方向涉及教育文化学、课程与教学论等领域先后在国
内各娄学木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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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论述一般
2、博士论文，很不错。
3、还没看呢，可能用的着
4、视阈新，有见地。
5、是一本好书，值得大家一读！
6、比较好的，值得一读
7、文化和制度相互影响，但制度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呀。
8、此书也是作者在其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文章和著作很是不
少，可惜大多流于表面报道和浅易分析，不容易让人弄清问题，此书正好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我们深
入了解的需要。虽是一家之言，也未必多么正确，不过相比来讲也还是不错的。
9、真的很棒真的很棒真的很棒真的很棒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10、看了一下目录，是可以看一下的书，书不是很大
11、一路走来，文化透视。
12、我室友抢购了我书，内容值得思考的
13、将制度和文化综合起来考量，很难得。
14、文化的视角了解高等教育的变迁。
15、研究高等教育演变的精神食粮
16、“ 天人不分”的整体性思维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呈现其变中之恒特征及中国高等教育不能走
向自主的根本原因，实现“天人不分”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向“天人分离”的理性思维的转换是中国高
等教育走向自主的关键所在。
17、外观不错，内容也还可以吧
18、谈到高等教育，总以为是中国当代的。没想到恰恰相反，谈了几千年，却只写到民国前。真只是
一个训诂的所谓“高等教育”！
19、是个博士论文
20、学习了，身在高校工作，不能不了解高等教育的变迁，否则会吃没文化的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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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是想改毕业论文的选题，想从故纸堆找资料，然后用历史研究的方法避免做访谈、观察的，但
是导师还是不同意。&gt;。&lt;翻阅后，以下两点对我有所启发。历史研究，在“史实中求史识”。作
者采取“解释”的研究立场，立足于描述“实际是怎样”的基础上，对“为什么这样”进行探讨。之
前所读阎光才的《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也是这一立场。这也是质性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与物中，文化虽然无所不在，但并非无所不是（‘在’与‘是’的不同）。因此
，作为一项具体的研究，有必要用狭义的、特殊的文化概念取代宏大的概念，讲文化概念的范围缩小
，使文化概念更有力度与针对性。”作者在书中讲文化缩小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样分析不至于泛
泛而非常深入。“学生文化”，我怎么界定？琢磨琢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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