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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晓宏：大学校长如何走向教育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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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职能。大学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与职能，决定了社

会和公众对大学校长的素质具有极高的要求与期望——“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管理家”、“社会活动

家”、“著名学者”，等等。我们以为，在对大学校长素质的诸多期许中，最为重要的是其应首先成为具有先进教育理念、

科学教育思想，并且谙练教育规律和育人之道的教育家。那么，大学校长如何才能走向教育家的境界呢？对此，我国近代许

多著名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王星拱、竺可桢、陈垣等，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和典范。 
  欣喜的是，由武汉大学程斯辉教授撰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一书，为我们翔实地

展现了我国近代众多大学校长治校办学历史的生动画卷。仔细捧读，获益良多，从中汲取的启示与收获甚丰。纵览全书，其

特色与贡献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该书丰富和充实了我国近代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内容。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是近代教育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我国既有的近代教育史著作中，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历程、基本制度、政策演进及重要人物的研究较多，但对

推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校长们的思想、实践及相关业绩的研究则存在明显的不足。比如在研究视角上，鲜有将近

代大学校长群体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著；又如在研究深度上，现有的一些著作往往失之于宽泛和初浅，缺乏对翔实史料的

发掘与整理，也缺乏深入细微的分析求证与学理明辨。对此，该著作则进行了有益的弥补与完善。 
  其二，该书为深化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和史论依据。潘懋元教授指出：“高等教育

历史是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例如，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离开了大学校长们丰富的、具体的办学经验，只是从

一般管理原则推论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从一时的得失论述管理的成败，就很难写出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专著。尤其是

涉及高等教育一些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往往非一时所能看清楚，也不是靠有局限性的实验或实践所能解决，必须从历史的角

度加以考察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无古不成今，温古宜鉴今。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是建立在

自己独立的历史学科基础之上的。近年来，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学虽在我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其学科的成熟度仍不

能令人满意，迄今有关这两门学科依然存在着到底是属于“学科”还是属于“研究领域”的争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

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与这两门学科缺乏自身独有的历史根基密切相关。程斯辉教授的这部著作，对我国近代

大学校长群体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分析，并总结了蕴含其中的成功经验与历史规律，这无疑对深化高等

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丰富和建构其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建设性的贡献与意义。 
  其三，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多种方法、多重视角的综合考查与运用，做到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

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通过上述多种方法的运用，实现了对我国近

代大学校长群体的整体把握，获得了在一般著作中少有的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的新认知。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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