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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教学科建设 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厦门大学 杨广云

1
.

对高等教育学是否是学科的忍考

毫无疑问
,

成熟的学科应当符合三个标准— 对象
、

方法
、

理论体系
.

但成为一门学科的首要条件是对

象
.

高等教育学有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
,

作为一个重要学术领域
,

它是从一战后开始
,

特别是二战

后才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
。

因此
,

高等教育学无论在国外或国内仍属较年轻的学科
,

不能以成熟
、

完

备时期的学科状态标准来要求年轻的学科
.

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

复杂性是无庸讳言的
,

而受研

究对象特点制约的方法和体系
,

相信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被逐渐认识
、

完善
。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符合

学利健设的好几条标准
,

有些甚至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

教育理论工作者如果无视
,

并且一味根据经典

的
、

传统的学科建设标准
,

不考虑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
,

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特点来衡量高等教育学科的做

法是不明智的
.

法国的 G
·

米亚拉雷说过
,

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各国中的教育科学都没有相同的历史
、

社会和政治渊

源
。

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都会造成一些促进或阻挠教育研究发展的局面
。

各国对教育事实和教育情境开展

研究的出发点及其发展水平彼此之间相差甚远
,

以致很难作比较
。

解放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间的中国高等

教育呈非常态发展
,

它受
“

老解放区高教模式
、

苏联模式
、

政策的影响
,

极左思潮的干扰
,

计划经济体制的束

缚
” ,

就总体而言
,

办高等教育较少依据规律
,

大起大落
。

粉碎
“
四人帮

”
后

,

高教研究者怀着强烈愿望努力把

高等教育当做
“

学
”

来研究
,

试图用
“

科学
”

规范高等教育
,

以
“

规律
”

指导高等教育实践
,

逐步建立了以高等

教育学为先导的高等教育学科群
。

这其中固然夹杂着长官意志
、

从众心理
。

但总的说来
,

在中国
,

高等教育

成为
“
学

”
有其特殊历史背景

.

而西方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一门
“

学
” ,

是另一背景
。

西方 50 ~ 60 年代高教研究

成为热潮与西方高教从社会边缘向社会生活轴心转变有直接展系
.

当然
,

也要承认
,

中国高等教育学 (相对而言 )是在学术环境比较封闭
、

存在语言隔阂
、

研究者 自身经验

局限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

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不成熟性
.

即使在西方
,

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抽象水平仍

然是不高的
。

2
.

关于高子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思考

我们认为
,

学科研究对象应当与一段时期内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范围
,

或研究工作的重点区别开来
.

高

等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涉及到高等教育是什么的间题
,

这一间题弄清楚之后
,

研究的总对象也就清楚了
,

而具体某一时期
,

研究什么较有价值
,

受历史条件所制约
。

在当前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固

然是一个最重要的
、

迫切的理论与实践间题
,

但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研究不能只限于此
,

而应当对世界高等

教育学科建设本身有所贡献
.

我们的眼光不能局限于国内
,

而应当立足国内
,

面向国际
。

以中国目前这样一

支庞大的研究队伍
、

众多的研究组织机构
、

学术刊物等条件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应该做出与之匹配的贡

献
。

中国高教研究者应当有这种崇高的使命感
.

中国高教学科建设不能再沦为从属理论
。

3
.

当前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任务

当前学科建设的任务是建立逻辑体系呢? 还是根据实践的需要有逻辑根据地研究一个个的问题
,

并同

旧土为理论体系的建立准备条件? 目前
,

对高等教育的若干基本概念
、

墓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

比如
:

职业与

专业的区别
、

功能与职能的混用
、

专业与学科的关系
、

高教建立在普教之上还是中等教育之上
、

高教实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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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还是专
、

普结合以及专业性与学术性结合的教育
、

高教或大学起源于何时
,

等等
。

这说明了目前迫切

需要积累资料
,

脚踏实地
,

有逻辑根据地研究一个个专题
。

各个专题搞透了
,

水到渠成
,

离学科逻辑体系的

建立也就为时不远了
。

以抽象到具体的展开从时间来看
,

毕竟以从具体到抽象这一认识过程的成果为前

提
。

此外
,

运用上升法构建理论体系并不是召之即来
,

呼之欲出的
,

以为能找到某个
“

合适
”
的逻辑起点便

可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的看法有点简单化
。

运用上升法需要若干条件
:

时代提供契机 ,合理使用逻辑方法 ;在

实践中验证和显示具体性
.

第一个条件中又具体分为三个条件
: ( 1) 社会实践的发展水平 , ( 2) 对象本身矛

盾的充分暴露 , ( 3) 科学本身发展水平
,

即有关对象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

(详见 《概念论— 辩证逻辑的概念

理论 》
,

彭漪涟主编
,

学林出版社
,
1 9 9 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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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条件
,

我们来分析一下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

系运用上升法的时机是否成熟
.

第一
,

就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水平而言
,

最为迫切的是要对高教改革

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的
、

实践的
、

历史的
、

国内外比较的专题研究
,

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间题
,

为高等教

育改革提供正确的思路
,

使中国高教的发展水平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

克服总体落后的局面
.

第二
,

就对象本身的矛盾暴露程度而言
,

在西方
,

高教的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 ,而在中国
,

特别在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轨的条件下
,

高教的矛盾及其复杂性刚刚开始暴露
,

很不充分
.

因此
,

运用上升法是不慎重的
。

第三
,

就对象的思想材料积累而言
,

前面已经提到
,

当前关于高等教育学科中的若干最基本的概念
、

范畴问题还

未弄清楚
,

如何谈得上运用上升法呢? 所以
,

现在应当是积累知识单元
,

改善工作体系
,

改善教材体系
,

为理

论体系的建立创造条件
.

第四
,

就使用逻辑方法而言
,

在社会科学中
,

到目前为止
,

成功地运用上升法建立

体系的范例并不多见
.

就拿马克思
、

恩格斯的《资本论睐说
,

算是比较成功地运用了此法
。

即使如此
,

《资本

论 》也同时给后人留下一个谜
,

即《资本论 》的逻辑终点是阶级社会
,

或是商品社会
,

还是地租
,

学术界尚无

一致看法
.

《资本论 》如此
,

逸论《高等教育学科 》了
.

最后
,

即使建立起理论体系之后
,

其中以抽象到具体的

展开过程中所显示的真理性和具体性还必须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

综上所述
,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建设

中
,

还未具备运用上升法的契机
,

现在倒是创立学派
、

学说的最佳时机
。

4
.

高教研究方法特
.

点与高教规律研究

有些作者鉴于教育间题
,

特别是高等教育间题的复杂性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

认为教育科学的研究方

法在于集合
.

这就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

又认为
,

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能机械照搬到教育科学

中去
,

必须经过对各种方法加以改造后才能应用
,

或根据教育科学自身的要求
,

或经过教育理论的转化
、

加

工
,

或根据教育需要来判别
.

上述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

但似嫌笼统
.

到底如何改造
、

如何加工 ? 到底以教育

科学中什么作为依据来检验所借鉴的研究方法已经
“

集合
”

了
,

或
“

加工
”
了 ? 我们认为

,

检验的依据应当是

教育规律
.

因为
,

其他学科的方法是研究非教育学科的其他对象规律的方法
,

如要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运用

于教育研究
,

必须看它是否符合教育规律
.

但依据哪几条规律呢? 无疑
,

教育的内
、

外部关系规律是教育中

最普遍的荃本规律
,

也是检验方法运用的最基本的依据
.

但仅以此作为检验的依据似乎还欠不够
,

因为这

两条规律还不是教育 (教学 )实施过程本身的规律
。

教育 (教学 )实施过程中当然要遵循教育的内
、

外部规

律
,

但更要研究其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重要的关系的规律
,

因此应当研究教育的第三
、

第四条 (或第三
、

四层

次 )规律 (到底有几条规律
,

探索与概括应当是逐步深人的
,

不好说就是那么几条 )
。

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作为

检验方法运用依据的作用
。

《规律新论 》一书为我们描述了规律研究的趋势 (或者说两个阶段 ) : ( 1) 以经验性规律 (回答 W hat
、

ho w )转变到理论性规律 (w h y ) , (2 )以存在性 (现状 )规律转变到演进性 (历史性 )规律 ; (3 )以简单性规律转

变到复杂性规律 (即规律作用的多方面性 ) 二 (详见《规律新论 》张嘉同
、

沈小峰主编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 9 9 3年 )
。

目前
,

高教规律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第一阶段
。

这也是目前高等教育学科处于经验体系的重要原因

之一
。

从第一阶段规律的研究过渡到第二阶段规律的研究 (这同深化高教本质的研究过程是同质
、

同步的 )

是高教学科建设科学化的标志和努力方向
。

对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深化了
,

具体化了
,

即不但从教育哲学
,

也从教育社会学
、

教育心理学
、

教育 (教学 )实施过程等角度
、

层次出发概括出来的教育规律
,

才能成为方法

运用的检验依据或标准
.

这当然是教育理论工作者长期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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