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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是民族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民族院校学科的发展直接关系着民族高等教育事
业的发展。
《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战略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个案剖析法等研究方法
，将民族高校学科建设纳入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总体范围内来考察，纳入党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总体目
标来考察，与实现西部大开发目标与任务结合起来考察，纳入高等教育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以期做到
学科建设与民族高教发展相结合。
　　通过系统研究，本书主要探讨以下五方面问题：一是分五个阶段总结梳理了民族院校学科建设历
史与现状，二是深刻剖析了民族院校学科建设面临的矛盾，三是重点探讨了民族院校学科建设的定位
，四是提出并分析了跨越式发展是民族院校学科建设的战略选择，五是明确提出了民族院校学科建设
的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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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达云，男，彝族，1958年3月生，四川冕宁人。
1985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政治专业，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教授，硕士生
导师。
　　历任西南民族学院团委书记、学生处处长，1995年任西南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2000年10月任中
南民族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正厅级），2002年12月任中南民族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
2005年1月任西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2008年7月任中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
兼任教育部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成员、湖北省高校党建研究会副会长、湖北
省高校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
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高等教育》、《高校理论战线》等重要期刊发表
论文近60篇，出版著作10部，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6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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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研究意义三、文献综述四、研究视角与方法五、内容与框架六、创新
与局限第一章 民族院校学科建设的历史与现状一、民族院校的发展历史（一）建国初期的民族院校
（1949-1955年）（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院校（1956-1966年）（三）“文化大革命”中的
民族院校（1966-1976年）（四）恢复和发展时期的民族院校（1977-1991年）（五）深化改革、加快发
展时期的民族院校（1992年-今）二、民族院校的学科发展历程（一）学科发展的准备时期（1949-1955
年）（二）学科发展的起步时期（1956-1966年）（三）学科发展的曲折时期（1966-1976年）（四）学
科发展的稳步前进时期（1977-1993年）（五）学科发展的调整优化时期（1994年-今）三、民族院校学
科建设的现状（一）学科数量上有一定的突破，学科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二）改变了单纯的文理型学
科结构，学科结构趋向合理（三）建立了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符合民族地区实际需要的学科群和专
业四、民族院校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一）学科建设缺乏总体规划（二）学科发展定位不准确，目标
过高（三）学科结构失衡，专业设置重复现象严重（四）学科建设单兵挺进，忽视整体优化（五）重
点学科、特色学科建设水平偏低，优势不明显（六）学科团队建设乏力，学科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七
）学科环境建设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八）学科建设资金不足第二章 民族院校学科建设面临的矛盾一、
民族院校学科发展的基本动力（一）“民族院校的学科”释义（二）影响民族院校学科发展的主要因
素二、民族院校学科建设面临的基本矛盾（一）外部矛盾：满足市场需求与满足政府规划之间的矛盾
（二）内部矛盾：满足人才培养需要与满足科学研究需要的矛盾（三）内外矛盾：满足科学发展的内
在逻辑需要与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矛盾三、民族院校学科建设面临的具体矛盾（一）学科建设与专业
建设的矛盾（二）优势先行与整体优化的矛盾（三）跟踪学科主流方向与确定学科主导方向的矛盾（
四）学科带头人与学科创新团队的矛盾⋯⋯第三章 民族院校学科建设的定位第四章 跨越式发展：民
族院校许可建设的战略选择第五章 民族院校学科建设的战略措施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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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族院校各个学科的学术群体是整个科学组织的亚群体，且依附于整个“科学共同体”，“一方
面，教授们在学校的院、系等事业单位中活动，另一方面，又活跃在与国内、国际密切相联系的学科
领域。
教师与学校、社会的联系主要通过学科，因而，他们对学科的忠诚大于对学校的忠诚。
”无论是依循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是满足社会的需求和政府的规划，民族院校学科的学术群体都
必须以科学共同体组织为桥梁和中介，利用组织或者个人的联系网络，加强与科学组织的联系，跟踪
学科发展前沿，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提升民族院校学科的发展水平。
　　总之，对于大学中的学科而言，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内部作用力，社会需求和政府干预是外部
作用力，科学组织则是连接学科内部和外部的中介力量。
三种力量，从内部和外部共同作用于学科，影响和决定着大学中的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并且构成了
大学中的学科发展的学术背景、社会背景和组织背景。
考察历史和现实就能看到：每一门学科在某一个时期的发展状况，例如是处在学科的快速发展期还是
处在变革期，是作为带头学科还是作为一般学科，要受到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制约；而学科发展的突
破点则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
社会对“热门学科”人才的需求，一方面推动了这些学科在大学中的发展，如可以吸引优秀生源和科
研经费，另一方面又冲击着这些学科在大学中的发展，使得优秀的教师和博士生等被社会企业高薪吸
引走。
政府干预作为外部力量，主要体现在对具体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发展的
优先排序和重点支持上，其中包括对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同的经费支持方式和不同
的政策导向，以及对大学的科学研究的倾斜政策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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