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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发展历程与走向 

 

                                                                 长江大学    李振峰 

 

    全球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给高等教育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构建一个较完善的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成了当务之急。本文试从

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的发展历史方面进行研究，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一、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简析 

  （一）相关概念 

  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相关问题，首先要明确几个概念： 

  学科：是主体为了教育或发展的需要通过自身认知结构与客体结构?穴包括原结构和次级结构?雪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具有一定

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熏它具有创造知识、系统管理和全面育人的功能和价值。 

  体系：是由处于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之中的各个部分所构成的整体。我们要强调的是，整体的特性不能归结为其构成部分的特

征和属性的总和，而是一些新的、一体化的素质。体系的一体化属性保证了它的稳定性，以及相对独立的存在与职能。?眼２?演 

  （二）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内涵 

  一般认为，一个学科的体系由研究体系和理论体系构成，其标志概括为四点： 

  １． 有专门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范围； 

  ２． 有完整的特定的概念体系，这一体系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３． 有科学的理论基础，经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 

  ４． 有本学科特定的研究范式。其中，研究范式来自库恩的学科范式理论。他认为一个学术范式都有自己确定的知识体系、

方法体系、学术评价体系、典范的培养体系与工作体系。一般认为，一种学术范式的形成，主要要包括比较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共

同认可的价值规则和比较一致的研究方法论。 

  我们知道，“教育科学体系是由一门门系统化、专门化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体系化的教育分支学科构成的。”?眼３?演从这

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管理学是由教育科学与管理科学两者分化、整合而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它不同于教育科学或管理科学中任

何其他分支学科，是独立的存在，有自己特有的体系。简单地说，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就是结构化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知识

或理论，是高等教育管理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的体系化。其中既有理论体系，又有形成理论体系的前提——研究体系，其发展历史

也是这两个体系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体系的历史发展 

  高等教育管理学与高等教育管理活动密切相关。有史料证明，我国高等教育萌芽于殷商时代，夏代就出现了“大学”字样，高

等教育管理活动也随之产生。由西周的“学在官府”、儒家私学的“有教无类”到战国高等学府稷下学宫的自由教学论辩和学术研

究相结合，到汉唐私学的“导生制”，再到宋代书院目标化、规范化的《学规》中较完善的教学组织管理，至明清的科举制度，我

国高等教育管理走过了一条逐步发展完善的道路。?眼４?演但是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活动仅仅是为了满足阶级社会统治需要，从教

育管理的实际出发产生的，还没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迹象。 

  （一）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在清末开始萌发的，其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也进入了探索时期。两个特点：（１）高

等教育管理思想体现在朝廷的章程和奏折中；（２）开始翻译一部分关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外国著作，引进国外的管理制度和学说?

穴以日本为主?雪。这个时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对国外高等教育管理经验的借鉴与移植，它引导和激发了我国高

等教育管理学科体系的建构。 

  （二）自五四运动起开始了真正意义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研究，即酝酿期。首先，众多的大学管理人员投入到高等教育管理

实践的研究中。其次，留学欧美人员逐渐增多，美国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进入中国。两者结合，开始了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本土化研究。 

  蔡元培的《大学令》与“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梅贻琦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学一解》与“通才思想”以及 “大

学自治”、“教授治校”等理念，成为当时最新的研究走向。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主要以学校行政管理为主，将西方的办学新理念

付诸于实践，为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管理的著作较少，研究零散，除了

移植，并未形成自己的概念。 

  （三）自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８６年，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前学科期。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学者

们不敢进行敏感的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学全面照搬苏联模式，除了关于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极少数解释性和经验性论文，无一专

著问世，几乎无理论研究可言。１９７７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高校教育系开始培养专业研究人员，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高等

教育研究刊物和杂志也纷纷创建，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生力军和阵地。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并有相关的专著问

世。如李冀的《普通高等学校管理》、陶增骈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等等。这些专著具有自己的概念、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研究方

法，有了规范化的研究方向。 

  以上这些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雏形，但它只是对实践经验的汇编，还没有形成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学的理论体系。所

以只能称其为“前学科时期”。 

  （四）１９８７年以来，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体系的初创与发展期。１９８７年４月，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１９８４年

成立）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研讨会”，会上关于高教管理学科体系提出多种不同的构想，对

科学的学科体系建构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１９８８年，余立和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成

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迈向学科体系化道路上的里程碑。之后于北辰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学》、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学》

等一系列系统性很强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书籍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纷纷涌现。时至今日，一批高等教育管理学硕士、博士授予点的建

立，既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学科体系逐渐完善的承认，也在人员培养、学术制度化上保障和推动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及其学科体

系不断向前发展。 

  从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发展规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走过了一条移植、借鉴、模仿、自主创新

之路，经历了模仿苏联、政策解释、规范研究、科学研究为基本特征的几个阶段。建国以来，尤其是近２０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

学从无到有，超速发展，至今已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体系已逐步完善，学术梯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庞

杂到专业；研究对象从不确定到基本确定；理论体系从无到有，从经验式到理论式，目前更多地偏重于著作体系，即多以著作形式

出现。 

    但是，在当前的研究中，还是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学科体系不规范，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主要是以思辨方法进行，致使理

论与实践处于“两张皮”严重分离的二元状态；在研究范式上，概念平移、理论套用、经验逻辑推演是我国教育管理学的顽疾，没

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甚至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都不能形成共识。这些方面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 

  三、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前景 

  ?穴一?雪 进一步提高学术团体的专业化水平 

  学科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学术梯队的培养，这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体系完善的前提。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应具备相应的素质和

知识能力结构，不仅需要有宽广与精深的知识，能对高等教育管理活动做出哲学层面上的思考，探寻隐藏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对象



背后的深层次、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且还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对管理实际有所感悟、反思，并有做出改进管理实践的冲动与

激情。因此，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队伍专业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涉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水平，关乎学科体系的成熟和完善。其

中继续完善高等教育管理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扬弃西方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与创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相结合 

  这是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的重要前提和落脚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及其相关学科建设起步晚、水平低、理论

匮乏，缺乏理论对实践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不能满足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需要。因此，对西方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科学的批判借鉴

与学术创新，应是本学科按照客观学术规律而进行相互衔接的理性的重构过程，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与学科创新的重要前

提。从长远发展的趋向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应当以西方高等管理理论为借鉴，不断探索学术创新的路径，创建中国特色高等

教育管理理论体系。在借鉴西方理论时，研究内容上要高度重视理论产生的特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即要认识到理论的环境适

应性问题。在研究方向上，要发挥选择、判断、批判、创新等主体意识的作用，力争接受性和批判性并重。 

   （三）在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建设和发展学科 

  当前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有两种责难：理论脱离实际和实践完全经验式。这两种责难是相互的，它主要是指非专业人

员虽然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明显不足；而年轻的专业研究人员虽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实践经验明显欠缺，教

条味浓，难以对实践活动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在批判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专业研究人员应该深入管理实践，将

理论应用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践，解决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重大问题，用系统理论指导实践，并将脱节的部分在实践摸索

中连接起来。 

   （四）增强与其他学科的互异性程度 

   “学科制度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这门学科在研究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在整体上同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异性

程度以及其有无一个由萌生、壮大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眼５?演学科的发展到成熟阶段，必定与其它学科在概念体系、研究

范式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五）创建专业学术杂志 

  我国现有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学术杂志不少，但专属于高等教育管理的为数不多。一门学科体系的完善，需要百家争鸣，需要有

一个学术阵地为其争鸣、交流并最终达成共识提供平台。所以，高等教育管理学专业学术杂志的创建是要亟待解决的。 

   （六）进一步规范学科体系 

  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既是教育科学的组成部份，又是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同时，教育管理学还具有文化性。

因而，多学科的研究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注定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的理论基础

除了哲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知识外，还要运用心理学、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要有自己

的研究对象和概念体系，也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构筑体系的价值在于有利于研究、有利于教学、有利于实践、有利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体系的完善需要理论与实践

的共同发展、融合，并立足本土，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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