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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进行研究。
全书分为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
指出教育现代化与学制建设息息相关，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学制体系不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高
等教育学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部分，历史编。
对中国近现代学制，尤其是高等教育学制的发展、沿革和历史变迁进行系统梳理。
第三部分，比较编。
涵盖德、法、俄、英、美、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学制概要及高等教育学制特点，以及国际高等教育学制
改革动向及一般趋势。
第四部分，理论编。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影响高等教育学制变迁和改革的动因，进而分析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价值选择及一
般原则。
第五部分，改革编。
这部分是《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重点。
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学制系统改革、高等职业教
育学制系统改革，指出建立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是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大方向，其中包括让高等
职业教育成为相对独立体系。
第六部分，结论。
总结全书观点，绘制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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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学制的产生、沿革及基本涵义
一、学制的形成
二、学制的基本涵义
三、学制的基本要素及关系
四、高等教育学制的基本涵义及要素特征
第二节 为什么当前要进行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研究
一、现实需要
二、理论价值
第三节 国内外有关学制改革研究综述
一、国内学制改革研究现状
二、国外学制改革研究现状
第四节 如何进行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研究
一、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思路
二、研究的基本方法
三、本研究的主要特色
历史编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学制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近代学制产生的背景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一、新教育制度产生的背景
二、新式学校的建立
第二节 近代学制系统的建立
一、壬寅学制（1902）
二、癸卯学制（1904）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学制改革
一、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
二、壬戌学制（1922）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学制演变
第三章 新中国高等教育学制的改革与发展
第一节 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的颁布
一、新学制的基本框架
二、学制改革试验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提出
第二节 新中国关于高等教育学制的建设
一、新学制中关于高等教育学制的建设
二、学习苏联与院系调整
第三节 新时期有关学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比较编
第四章 德、法、俄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一节 德国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一、德国学制概要
二、德国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二节 法国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一、法国学制概要／7l
二、法国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三节 俄罗斯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

一、俄罗期学制概要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五章 英、美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一节 英国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一、英国学制概要
二、英国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二节 美国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一、美国学制概要
二、美国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六章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一节 日本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一、日本学制概要
二、日本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二节 我国台湾地区学制概要及其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一、台湾地区学制概要
二、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七章 国际高等教育学制改革动向及一般趋势
第一节 国际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一般趋势
一、国际学制改革的一般方向
二、国际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方向
第二节 波洛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学制改革动向
一、波洛尼亚进程出台的社会背景
二、波洛尼亚进程的基本内容
三、波洛尼亚进程的核心
四、波洛尼亚进程框架下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措施
理论编
第八章 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
一、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基本内涵
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与学制建设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涵
二、人力资本理论推动了高等教育扩张
第三节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基本内涵
二、大众化带来学术取向的转移和质量观的变化
三、大众化带来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的变化
第四节 高等教育系统论
一、高等教育系统的要素及特征
二、高等教育系统的劳动分工及学术划分
三、高等教育系统的漂移与趋同
第九章 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价值选择与一般原则
第一节 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
一、理性主义的教育哲学
二、工具主义的教育哲学
三、两种哲学的调和
第二节 单轨制、双轨制与分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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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教育阶段学制上的单轨制与双轨制
二、高等教育学制上的单轨制、双轨制与分支制
三、高等教育学制长远发展趋势
第三节 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均等的民主化原则
二、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循序性或阶梯性原则
三、促进因材施教、人尽其才的弹性化原则
四、适应社会需要的适切性原则
五、顾及时空条件的灵活性原则
六、适应本国国情的本土化原则
七、畅通学制渠道的开放性原则
八、统筹整个学制系统有机构成的整体性原则
九、坚持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制度的持续性原则
改革编
第十章 我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现实背景
第一节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
一、大众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二、大众化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体系与结构
第二节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二、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三次思想认识的突破
三、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前景
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地方化发展
一、地方高校的发展及高等教育地方化的涵义
二、高等教育地方化与新一轮院系调整合并
三、院校合并带来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
第十一章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学制系统改革研究
第一节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系统的现状及基本特点
一、庞大而又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现状
二、多样而难以统一划分的院校类型
三、三级四层学位制度
第二节 我国现行普通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单一化：表现为分类不清、定位不明、高校发展目标单
一、盲目攀比、办学雷同
二、衔接不顺：表现为升学、转学渠道不通畅
三、需求脱节：高等教育模式单一化不适应社会需求多样化
四、布局不均：未能充分体现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
第三节 普通高等教育系统学制改革构想（一）：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一、多元发展：构建多样化的本科教育体系
二、分类指导：尽快出台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
三、优化结构：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四、畅通渠道：建立学制系统转换“立交桥”
五、层次上移：逐渐上移普通高等教育系统重心
六、优化布局：面向社会，适应地方
第四节 普通高等教育系统学制改革构想（二）：策略性建议
一、发展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
二、将高等教育逐步融入终身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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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制系统改革研究
第一节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制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简要历程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现状
第二节 我国现行高等职业教育学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地位低下：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不高
二、层次偏低：高等职业教育限定于专科，发展空间受限
三、衔接不畅：缺乏畅通职业教育升学渠道的有效机制
四、特色不彰：高等职业教育缺乏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
第三节 高等职业教育学制改革构想（一）：建立相对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一、转变观念：提升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二、提升层次：发展本科以上职业教育
三、合理架构：让职业教育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
四、有效衔接：加强中、高等职业教育学制衔接
五、面向地方：办出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
六、校企合作：加强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
第四节 高等职业教育学制改革构想（二）：策略性建议
一、设职业教育学位：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
二、双证并重：高等职业教育要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并重
三、架设桥梁：引入第四层次教育，设立高中后、高等教育前教育机构
第十三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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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是笔者肖海涛的博士后研究成果，主要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进行
研究，以期为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学校制度系统改革提供参考。
　　《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从问题出发，研究历史，比较国际，立足现实，
面向未来，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制系统改革进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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