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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是我国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
我国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始于1986年，1991年前后全面展开，至今已有21年的历史。
作为职业培训的必要形式，岗前培训对高校青年教师顺利走向教育教学第一线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辅
助作用。
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作为教师初步的职业训练，是教师成长的重要环节。
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自我角色的转换和重新定位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以及教师培训工作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出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教师
职业专业化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高校教师培训正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期，高校教师培训的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高校教师培训的需求也日趋多元化、多样化和个性化。
如何适应新形势，及时调整高校教师培训的内容乃至方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礼记·学记篇》日：“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
”这句话道出了教师职业培训的必要性。
又日：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
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这句话表明教师成长乃是一个不断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
　　教材是培训工作的灵魂，因此拥有一套符合时代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教材，是当前北京地
区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首要任务。
岗前培训是高校青年教师走上讲台的必备环节，岗前培训的教材应使青年教师通过学习，领会最基本
的高等教育基础知识，把握高等教育所涉及的最基础、最核心的概念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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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相关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出发，兼顾世
界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和趋势。
既考虑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特点，又考虑高等学校教师的特点；既注重理论的阐述，又关注高
等教育及其高等学校的实践。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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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形式结构　　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主要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的办学形式及其比例关系
，即一般高等教育与其他各种类型高等教育之间的比例①。
形式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比较复杂。
按照学习时间不同，可以分为全日制、半日制和业余高等教育等办学形式或长学制和短学制。
包括全日制高等院校、夜大、职工业余大学等；按照办学主体不同，分为国家办、地方办、民间办、
私人办等高等学校形式；按照授课方式不同，又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按照人才培
养规格不同，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
世界各国的高等学校，根据办学主体不同，可概括为公立高等学校和私立高等学校两种类型。
　　总的来说，普通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的主体，它与其他形式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补充，相
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形式结构。
目前，高等教育形式朝着多样化的步伐迈进，具体表现为：（1）学生年龄的多样化。
以前的高等教育以青年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不再受年龄的限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参与
其中学习。
同时，一些“小神童”、“小天才”也较早地迈人大学，这就形成了中青年为主，少年、老年共同参
与的年龄结构。
（2）举办者的多样化。
在我国，原来一直以政府办学为主，企业、私人很少举办高等学校。
随着国家对地方和私人办学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私立学校。
高等教育已形成国家、地方、企业、私人共同举办的局面。
（3）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
如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等。
（4）培养目标的多样化。
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不同的。
有以职业为目标的，如高等职业等校，也有以增加知识，提高修养为目标的，比如很多普通大学。
　　可以看到，以上不同角度划分的形式结构有一些是交叉和重叠的，比如普通高等教育里面包括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包括高等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
因此，必须处理好各种形式教育之间的关系，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和高等教育的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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