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袁大致可以分为前学科时期和学科化时期遥 自 20世纪 50年
代袁潘懋元开始涉足高等教育研究袁且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遥 他可能是唯一一位纵贯两
个时期的学者袁不仅首开高等教育学科化之先河袁而且一直站在高等教育学科最前沿袁深耕不辍尧持续至
今袁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常青树遥 他的学术成果丰富多样袁学术思想深刻系统袁几乎覆盖了高等教育研

茵当代教育家思想研究 主持人院韩延明

主持人语院古人云院野盖文章袁经国之大业袁不朽之盛事冶曰王充曰院野实诚在胸臆袁文墨著竹帛遥 冶我国高教泰斗尧学界楷模
潘懋元先生袁作为一位挥笔数十载尧赤诚育英才尧影响国内外的睿智教育家袁以高境界的自我袁野筚路蓝缕袁以启山林冶袁以卓
越智慧和巨大勇气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道路袁建立了高等教育学这门野中国创造冶的新兴学科袁并一直与时
俱进地设计和引领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踔厉发展尧勇毅前行遥他始终在教书育人中抱诚守真尧茹古涵今袁一直在学术研究
上通幽洞微尧钩深致远袁育学生成长和成熟袁授学生知识和智慧袁教学生做事和做人袁用热血浇铸他的文字袁用心雨滋养他的
学生袁野由诚而成懋业袁敢闯而创新元冶袁倾情演绎了其丰富而传奇的教育人生遥 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教育理论家袁而且是一
位出色的教育活动家和教育战略家袁被学界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野长青树冶和野不老松冶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他撰写和
主编的著作有 50余部尧论文 500余篇遥 可以说袁潘先生一生心心念念的都是教育遥 他是一座奇崛的高等教育研究巅峰遥

本期我们隆重推出了著名学者别敦荣渊与李家新合作冤尧陈斌系统研究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两篇文章遥 别敦荣尧李家
新指出袁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博大精深袁内蕴丰厚尧体系完整袁几乎囊括和覆盖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领域袁主要包括为我
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的元高等教育学思想曰 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擘画了清晰的总体蓝图的高等教育宏观
发展思想曰为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的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思想曰以及为大众化时期我国不
同类型的高校指明了合理的发展路径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等遥陈斌则从探析潘先生的研究生教育思想入手袁深情而深
刻地诠释了潘先生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首位硕导和博导而言传身教地践行野一位好老师冶的野理想信念尧道德情操尧扎实
学问尧仁爱之心冶的博大胸怀和育人风范遥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野创造性人才培养与大学教学文化研究冶渊14JJD880002冤
作者简介院别敦荣袁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曰李家新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遥

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论纲 *

别敦荣 李家新

渊厦门大学袁福建 厦门 361005冤
摘 要院 潘懋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和著述文献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宝贵财富袁不只影响了中国的高

等教育理论发展和实践走向袁而且受到国际高教界的重视遥 他的高等教育思想结构严整尧体系庞大袁几乎覆盖了
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领域遥 总体上看袁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思想尧教育基本规律思
想等为代表的元高等教育学思想曰以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尧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尧终身教育思想
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曰以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尧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思想等为代表的高等
学校教育教学思想曰以及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思想尧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思想尧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思想等为代
表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袁等等遥 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基石袁而且对高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遥

关键词院 潘懋元曰高等教育思想曰高等教育研究曰高等教育学科
中图分类号院 G649.29 文章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2095-6800渊2015冤-07-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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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所有主要领域遥 他的高等教育思想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基石袁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理论的宝贵财
富遥 不仅如此袁他在繁荣和引领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同时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袁在各级各类高校向广大高
校领导尧管理人员和教师传播科学的高等教育思想袁指导高校办学与科学发展遥 他视野宽广袁胸怀博大袁
长期关注和重视国家高等教育走势袁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变革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袁为制定科学
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袁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正因为如此袁潘懋元高等教育思
想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学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袁据不完全统计袁高教界已出版相关研究著作 10余部袁发表
相关学术论文数百篇袁 尤其是部分港台和外国学者加入研究队伍袁 更显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广泛影
响遥 笔者深知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全面袁但却无意做一个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袁而是要深入原始学
术成果中去袁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剖析袁以期从总体上概览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全貌遥

一尧元高等教育学思想

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野问题取向冶不同袁我国近三十余年的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野学科取向冶的特
征袁即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为基础和依归袁开展高等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遥 一般认为袁我国高等教育的
学科化时期始自 20世纪 80年代初袁以潘懋元编写叶高等教育学讲座曳和推动野高等教育学冶进入学科专
业目录为主要标志遥 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野前学科时期冶走向野学科化时期冶的过程中袁作为高等教育学
科的创始人袁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的野元高等教育学思想冶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遥 它不仅从整体上统领着潘懋元本人的高等教育思想与理论体系袁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发展方向袁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点遥

渊一冤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思想
虽然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袁如前苏联曾于 20世纪 40年代提出野高等学校

教育学冶概念袁但真正系统地探究高等教育规律袁并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建设的袁无疑
始自以潘懋元为主要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教育学人遥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袁潘懋元对于高等教育学科建
设的初步探索始自上世纪 50年代中期遥 早在 1956年担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尧为高校干部开设
教育学讲座时袁他就意识到了区别于普通教育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问题遥 他认为袁高等教育具有与国民
经济各个部门直接联系的专业性袁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曰大学生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
人袁身心发展特征与社会经验上与中小学学生具有明显不同遥 咱1暂渊5冤因此袁高等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特殊组成
部分袁并不能将普通教育学的一般原则尧理论简单地移植于高等教育领域中遥 基于此袁潘懋元倡导尧筹划
并组织了野高等学校教育学冶课程的开设与叶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曳的编写遥 这部讲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要建立一门野高等专业教育学冶或野高等学校教育学冶袁并对高等教育的定义尧特点袁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
象和基本定义袁高等学校的教育问题和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界定尧探讨袁为此后高等教育学科及其范
式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文献基础遥
在因政治运动等种种原因中断研究二十多年后袁潘懋元于 1978年重启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袁而他此

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袁无疑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遥 从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尧高等教
育本身面临的特殊问题袁以及教育科学的整体发展出发袁潘懋元提出应尽快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袁实现高
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尧学科建制化袁希望通过理论研究探索高等教育规律袁并以之指导高等学校的教育
教学工作遥 咱2暂渊19冤在重申高等教育特殊性的基础上袁潘懋元以野高等教育学冶概念取代了此前的野高等学校教
育学冶袁正式将其作为整个教育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院野这一分支学科同教育学的关系袁是特殊与一般
的关系遥 教育学袁研究的是教育科学共同的尧一般的规律袁学前教育学尧普通教育学尧高等教育学以及其他
分支学科袁研究的是各自的特殊规律遥 冶咱2暂渊23冤1981年袁潘懋元开始组织编写我国第一部叶高等教育学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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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遥 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进行了结构化尧体系化的总结与归
纳袁其内容系统地覆盖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尧任务与意义袁高等教育的性质尧任务尧目标袁及其体制尧
制度尧发展历史袁以及高等学校的特征尧职能尧管理袁及其教学过程尧原则尧方法等诸多领域袁初步构建了高
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与理论框架袁集中展现了潘懋元早期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与学科建设思想遥 在学科
理论研究全面展开的同时袁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于 1978年在厦门大学建立袁第一个学术团体
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冶于 1983年在北京成立袁高等教育学于 1983年第一次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被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纳入学科专业目录袁厦门大学分别于 1984年尧1986年获批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尧
博士学位授予点遥 这些高等教育学的学术组织和学位点的建立使高等教育学的建制化在我国得以实现袁
为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遥 高等教育学建制化的每一个进步袁都饱含潘懋元对高等教
育学科建设信念的坚守与执着袁渗透了他领导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艰辛付出与贡献遥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袁曾出现所谓野学科冶与野领域冶之争遥 有人质疑袁高等教育研究并

不具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袁只能作为一个围绕高等教育相关问题所形成的研究领域袁这与西方国
家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袁如阿特巴赫渊Philip Altbach冤等人的论断基本一致遥 面对争议袁潘懋元并没有简单
地否定这种质疑袁而是指出学科与研究领域并非对立的概念袁二者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袁野研究领域指
的是有一定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袁而学科的首要条件正是特殊的研究对象遥 高等教育学由于有它独特的不
可替代的研究对象袁更由于它有其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袁因而可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遥 至于
理论体系尧专门术语尧方法论体系等袁只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袁不断成熟遥 确切地说袁它既是一个
研究领域袁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遥 冶咱2暂渊427冤在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尧学科化的基础上袁潘懋元
吸收融合了野研究领域论冶背后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论袁极大拓展了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域与方法体
系遥 随着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思想的不断发展袁与高等教育实践紧密相关的问题袁无论是一般的还
是特殊的尧宏观的还是微观的袁都逐渐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袁以多学科尧跨学科研究为代表
的方法论体系也得以逐步形成遥 在他的思想指引与亲力亲为之下渊如组织编写叶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
研究曳等著作冤袁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袁如高等教育管理学尧高等教育经济学尧高等教育史等逐渐得到发
展尧繁荣袁形成了体系完整尧结构清晰的学科群尧问题域和方法体系遥 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
已大大超越了普通教育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体系袁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范式与学科建设路径遥

根据科学学的定义袁野范式冶意味着科学家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尧价值和技术等的集合袁其在本质上
具有野范型冶与野典范冶的意义遥 咱3暂纵观我国三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袁可以发现其大体上遵循了潘
懋元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与学科建设思想袁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生长遥 这实际上说明了袁潘懋
元之所以被公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袁 不仅是因为他开展高等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探索的时间最
早尧持续时期最长且贡献卓著袁更因为着他通过自身的思想与实践袁开创了最具典范意义和现实影响力
的学科范式遥

渊二冤教育基本规律思想
教育是有规律的遥 对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与阐释是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中最重要尧最核心的内容之

一袁也是他本人及诸多学者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遥 野文革冶结束后不久袁理论界开展了一场
影响深远的袁关于教育究竟是野上层建筑冶还是野生产力冶的论争遥 在这场论战中袁各方都有其合理的论证袁
虽未形成统一的结论袁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袁唤醒了人们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遥
潘懋元不仅参与了这场论争袁更为重要的是袁他开始着重思考教育与社会经济尧政治尧科技尧文化等方面
的关系遥 在他看来袁高等教育发展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失误袁是因为教育与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发展不相适
应袁即违反客观规律所致袁故而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中袁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面
临的根本问题的关键遥 他认为袁人与社会是教育的两端袁而教育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袁因此袁可以从教

别敦荣等院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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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野促进人的发展冶与野促进社会发展冶两大基本功能入手袁探索尧归纳教育的基本规律遥 1980年在湖南大
学讲课时袁潘懋元第一次正式提出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冶袁并在此后编写叶高等教育学讲座曳等著作时
对其进行了表述上的修正遥 在这些论著中袁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通常简略表述为野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
相适应冶咱4暂渊1冤袁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则一般表述为野教育必须全面地协调德育尧智育尧体育尧美育袁使学生全
面发展冶或野教育必须通过德育尧智育尧体育尧美育袁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冶咱2暂渊523冤遥 就二者的关系而言袁教育
内部关系规律的运用要受外部关系规律的制约袁而外部关系规律又只能通过内部关系规律来实现遥 咱5暂渊13冤

虽然关于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广泛地存在于前人的著述中袁但潘懋元是明确以野内外部关系规律冶
来指称并系统阐述教育规律的第一人遥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的提出袁对当时的教育理论研究尧教育实践探索袁
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袁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遥 首先袁教育基本规律思想贯穿
了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与学科化的全过程袁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遥潘懋元主张高等
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必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问题研究袁应当建立科学化的学科理论体系遥科学理论体系的建
立袁通常需要有一种形式简单袁但又能提纲挈领尧统摄全部研究范畴的基本规约或基本思想遥 理论界在学
科建立之初曾就高等教育学的野逻辑起点冶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论争袁但并没有达成共识袁而教育基本
规律思想的提出袁则在事实上弥补了这一理论缺憾袁使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尧基本范式的建立有了较
为稳固的基础遥 无论是对潘懋元本人还是对其他研究者袁无论是对当时还是现在的高等教育研究袁教育
基本规律思想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与牵引作用遥 潘懋元浩繁的研究领域中的诸多议题袁比如袁高等教育
与商品渊市场冤经济的关系尧高等教育与文化传统及文化创新的关系尧新科技革命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尧高
校的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袁等等袁几乎都建立在其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思想的基础之上袁是对教育基本
规律思想的具体应用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教育基本规律思想是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之所在遥
潘懋元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后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理论与

实践工作者的认识与思维方式袁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与微观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遥 尽管其
确实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袁但这客观上更促进了这一思想的传播与完善遥 随着教育基本规律思想在教
育研究与实践中的广泛运用袁其科学性也不断得以证明遥 比如袁潘懋元基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对高等教
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把握袁在很大程度上预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
响趋势曰他基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提出的大学素质教育思想袁为当代大学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袁并从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决策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潘懋元
之所以能够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出诸多具有前瞻性尧预测性的理论成果袁并能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尧
高等教育实践发展提供适切的指导袁一方面缘于他有着长期的尧丰富的研究与实践经验袁另一方面即因
为他牢牢把握尧合理地运用了教育的基本规律思想遥

二尧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

理论的价值有如太阳和月亮袁不仅光耀星空袁而且普照大地遥 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袁
在于其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建构袁而是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息息相关袁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遥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袁既有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问题尧普遍问题的关注袁也有对
不同高等教育类型的关切曰既有对高等教育事业宏观发展方向尧变革路径的把握袁也有对高等学校内部
微观事务的体察遥 概而言之袁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遥

渊一冤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
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上袁我国是后发国家遥 尽管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没有照搬任何国家的

模式袁但不可否认袁野依附论冶的影响在各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表现袁自主发展往往处于式微之势遥 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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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中袁野依附论冶也很有市场遥 潘懋元的高等教育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袁在其高等教育
宏观发展思想中袁中国道路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袁它体现了潘懋元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立场的宏
观把握袁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战略设计遥 从思想源流来讲袁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
思想与其比较高等教育思想密切相关遥 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袁潘懋元见闻广
博尧阅历丰富袁在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袁曾学习或接触国内外各种教育思想遥 他曾将自己的学习经历戏称
为野封冶尧野资冶尧野修冶院所谓野封冶袁是指早年他的学习经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袁对中华民族的固有文
化与道德伦理形成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曰所谓野资冶袁是指青年时期他曾大量接触尧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袁尤
其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曰所谓野修冶袁是指在建国初期他又大量学习尧实践了前苏联的教育理论遥 咱6暂渊114冤

在融汇国外多种教育理论尧学说袁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袁潘懋元萌发了关于中国
高等教育发展的创造性认识遥 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拨乱反正尧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之初袁他即清醒地意
识到袁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抱残守缺尧固步自封袁需要从各种教育思想尧教育模式中不断汲取营
养袁但也不能丧失自身的特色与主体性袁唯野洋冶是瞻袁而应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袁立足于本国实际袁
通过借鉴尧超越与创新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遥
对于处于变革转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讲袁 潘懋元的中国道路思想明确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

本立场与发展方向遥 在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候袁西方学者提出的野依附论冶曾一度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界的
重视遥 野依附论冶学者阿特巴赫认为袁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分别处于世界学术系统中的野中
心冶与野边缘冶地位袁二者之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袁无论是在政治尧经济袁还是在教育尧学术领
域中袁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都存在无法避免尧不可逆转的依附袁未来似乎也只能在这一格局之下走依
附性发展的道路遥 这种思想得到我国一部分学者的认同袁他们援引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曾移植尧模仿
日尧德尧美和前苏联等国教育模式的客观事实袁认为依附理论可以解释清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
程袁中国与西方国家确实存在教育与学术上的野边缘要中心冶关系袁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摆脱这
种依附发展的局面遥咱7暂渊11冤潘懋元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对野依附论冶进行了批判遥在理论维度上袁他提出依
附理论是站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立场来为东方代言袁只强调教育的外部因素袁而对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尧
政治体制等内在发展动力置若罔闻曰在现实维度上袁他认为依附理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发展同样
缺乏现实解释力遥 对西方教育模式的借鉴固然是所有野后发外生型冶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的必经之
路袁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袁所谓的野依附冶是在逐渐减少的袁随着民族性和本土性的日渐浓厚袁中国的
高等教育事实上也在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模式遥 在叶借鉴要要要超越院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路
径研究曳一文中袁潘懋元进一步从野学术理念冶尧野学术语言冶与野学术评价冶三个角度阐述了影响中国高等
教育自主发展的相关问题遥 咱8暂渊174冤在此基础上袁潘懋元提出野借鉴要要要超越冶论袁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来
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尧借鉴西方但有所创新的过程遥 通过大胆创新与不断超越袁中国完全能够走上
一条非依附发展的道路遥 尽管他关于这一思想的明确表述是在与野依附论冶的论争中提出的袁但是袁从潘
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总体脉络来看袁中国道路思想实际是他一贯的立场与主张袁贯穿于他对于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整体设计之中遥 比如袁在建构高等教育的理论体系时袁他始终坚持对学科建制与中国现实问
题的关注袁开创了与国外野问题领域式冶高等教育研究截然不同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与学科范式曰在
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时袁他将马丁窑特罗渊Martin Trow冤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袁最终对大
众化理论进行了适应性修正袁并影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曰在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
问题时袁他认为应将野引进来冶与野走出去冶相结合袁要在引进国外有益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并保持自身
主体性的同时积极作为遥 高等教育的中国道路思想体现了潘懋元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立场袁在
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遥

渊二冤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别敦荣等院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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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袁20世纪中期以来在东西方很多国家中都得到了实践遥
美国学者马丁窑特罗最早对这一现象开展理论研究袁他从美国尧西欧等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出发袁提出
了著名的野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冶遥 这一理论认为袁高等教育野量冶的增长将引起野质冶的变化袁当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进入 15%以上的大众化阶段后袁高等教育的观念尧功能尧模式尧管理袁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等都将
发生一系列的改变遥 咱9暂渊2冤为此袁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调整遥 大众化理论提出后袁对世
界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袁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我国高教界的重视遥 由
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上袁 比如袁1980年毛入学率仅为 2.22%袁 到 1996也仅为
8.03%咱10暂袁大众化尧普及化直到 20世纪末都还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曰不少人认为袁大众化理论并不适合
中国的国情袁大众化所引发的教育质量尧学生就业等问题是中国无法承受的遥 然而袁通过研究 20世纪后
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袁潘懋元运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
武器袁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契机袁指出中国高等教育需要野适度超前发展冶袁咱1暂渊365冤

大众化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遥 有鉴于此袁他开始组织学生译介尧研究马丁窑特罗的有关论
著袁成为国内最早开展大众化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遥 在研究的理论视角上袁潘懋元并没有拘泥于马
丁窑特罗的思想袁而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适应性研究遥 通过研究袁他发现马丁窑特罗的理论并不足
以完全解释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袁我国在距离毛入学率 15%的大众化底线标准很远的时候袁就已
经出现了若干大众化袁甚至普及化阶段的特征袁是一种野质变先于量变冶的发展袁即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
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野过渡阶段冶遥 咱6暂渊219冤这一发现有力地弥补尧修正了传统大众化理论的不足袁为大众
化理论在野后发外生型冶国家的实际运用提供了适应性基础遥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袁潘懋元开始全面思考
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紧密相关的种种议题袁最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遥

潘懋元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结构观上遥 他认为袁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应该以多样化为前提袁用传统的办学思路尧办学手段来实施尧规范大众化时代的高校办学既不经济尧也不
科学曰用传统精英教育的标准来引导尧衡量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更是一种误导遥 因此袁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实现需要正确定位高等学校的层次尧结构与指向袁以全面适应大众化时代的高层次人才需要遥 在洞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精准透视高等教育发展可能的基础上袁他指出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尧高等职业教
育与鼓励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等方式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途径袁 因此在这些方面组织开展
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遥 比如袁他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叶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曳渊高耀明著冤就是国内第一
部系统研究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相关问题的著作遥 同时袁他还明确指出袁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
应高度重视对传统精英教育的保护袁不能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视为矛盾对立尧非此即彼的概念袁大众
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应包括大量培养专业性尧应用性尧职业性人才的大众教育袁也应包括一定比例从事
高深学问研究与传播的精英教育袁咱11暂渊16冤即应重视高等教育定位尧分工与层次的合理化遥 此外袁潘懋元的中
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还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上遥 他提出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办学模式的
多样化袁而其核心在于教育质量的多样化遥 咱6暂渊219冤在大众化阶段袁不同的高校处于不同的层次袁拥有不同的
教育目标与社会适应面袁自然也应具有不同的规格与质量标准遥 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张袁并不一定意味着
教育质量的下降袁通过保证高等教育的野适度超前发展冶袁为不同类型尧层次的高校建立不同的评估标准
与指标体系等方式袁大众化时代的教育质量问题是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遥
潘懋元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与其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一脉相承袁互为衬托袁共同影

响了他的高等教育结构观与质量观袁为当代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尧持续尧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遥纵
观近 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历程袁可以发现其基本上遵循了潘懋元当时的判断与预测遥

渊三冤终身教育思想
野终身教育冶理念是由法国学者保罗窑朗格朗渊Paul Lengrand冤于 1965年召开的野成人教育促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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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冶上提出的袁其意涵主要包括院一是指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袁使每个人都能在任何时候接受教育袁从
而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袁实现自己的抱负曰二是指教育应打破封闭尧固化的学校体制袁统合社会中各种教
育与培训渠道袁使每个人野在其生存的所有部门袁都能根据需要而方便地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遥 冶咱12暂渊79冤按
照朗格朗的思想袁终身教育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实体袁而是泛指一种抽象的思想或原则袁类似于我国古
语所说的野活到老袁学到老冶遥 正因如此袁虽然终身教育概念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袁但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并没有形成共识袁关于终身教育的实现方式袁迄今仍存在不小的争议遥
潘懋元是我国最早关注尧重视终身教育的学者之一袁早在 20世纪 70年代末进行学科建设的初步探

索之时袁 他就考虑到传统的高等院校之外的高等教育形式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教育体系中占据极为重要
的地位袁野高等学校教育学冶这一称谓显然无法涵盖非学校形式的教育袁因此袁他坚持使用野高等教育学冶
来命名新学科遥 咱13暂渊4冤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袁终身教育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遥 首先袁在
对终身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上袁潘懋元指出袁终身教育与高等教育存在紧密的联系袁它代表了高等
教育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遥 在开展高等教育大众化
相关问题的研究时袁他开始关注并引介日本学者有本章渊Arimoto Akira冤的野后大众化阶段冶理论遥 这一理
论认为袁当大众化进入后期阶段袁不仅适龄青年继续增加并最终进入普及化阶段袁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
会为了满足工作和生活需要多次进入高等院校接受继续教育袁 高等教育的后大众化阶段很可能会出现
终身学习社会遥 咱6暂渊217冤潘懋元看到了终身学习社会的意义袁并结合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野质
变先于量变冶的野过渡阶段冶现象的考察袁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于现代远程教育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各
类培训班等方式袁超前或部分融入终身教育体系遥 他在叶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曳一书中高屋建瓴地
指出袁教育对人类而言是永恒的袁而高等教育则只是一个历史概念曰随着实践的发展袁高等教育可能已无
法涵盖中学后的多样化教育袁而应使用野第三级教育冶尧野中学后教育冶来标示袁也就是说袁未来的高等教育
很可能是终身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遥 咱14暂渊51冤由此可见袁潘懋元对终身教育的理解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现实
或现象层面袁而是从时代发展尧历史趋势的高度来认识终身教育的现实意蕴遥
其次袁在对终身教育的意涵与实现路径的研究中袁潘懋元并没有拘泥于国际上的理论争议袁或照搬

国外的相关经验袁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袁谋划具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建设之路遥 在对我国当前
的经济发展水平尧教育结构体系袁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袁他提出
终身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包含所有教育形式的复合系统袁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尧普及化发展不能仅
仅依靠普通高校这一种形式袁也应大量依靠远程教育尧自学考试等多种教育形式袁通过学历教育与非学
历教育的结合袁国民教育体系与非国民教育体系的结合袁我国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终身教育体系与
学习型社会的建立遥 基于此袁潘懋元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袁他所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叶我国
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曳渊余小波著冤尧叶自学考试制度研究曳渊康乃美著冤等袁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终身教
育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遥
潘懋元的终身教育思想与其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尧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构成了一个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宏观发展的思想体系遥 中国道路思想体现了潘懋元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立
场袁大众化思想体现了他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总体构思袁终身教育思想则体现了他对于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长远预期遥 在这三种思想所框定的理论架构下袁潘懋元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工作袁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提供了许多具有科学性尧建设性与创新性的思想和动议遥

三尧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思想

潘懋元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关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宏大叙事与宏观命题袁 同样关涉高等学校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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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具体事务与微观问题遥 从潘懋元关于高等学校内部事务的研究与论著来看袁他关注最早尧着墨最多
的袁无疑是高校的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问题袁这正是教育内部规律所约束的范畴袁也是统摄高校内部绝
大多数事务的核心问题遥 具体说来袁他的相关著述主要聚焦于高校课程与教学和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两
大领域遥

渊一冤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袁课程与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两大关键要素袁因此袁高校的课程与教

学也是高等教育研究中最基本的领域遥 这可能是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最初探索为什么紧紧
围绕高等学校中的教与学问题而展开的深层原因遥 从思想源流看袁他的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从一开始
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原创性袁它并非简单的教学现象归纳或教学经验总结袁也并不是对普通教育理论
或国外教育思想的简单移植袁而是建立在他对高等教育的本质尧特点与特殊性的理性认识和对教育基本
规律的合理运用上遥 早在 1956年组织编写叶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曳时袁他就初步总结了高等教育区别于
普通教育尧大学生区别于中小学学生的特殊性曰而在 1983年出版的叶高等教育学讲座曳中袁他更将这种认
识完整地概括为对高校教学本质的理解遥 他指出袁高等学校教学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院一是教
学目标的特殊性袁即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高等专业教育袁高校教学应体现指向于特定
实践领域的专业方向性曰二是教学对象的特殊性袁即高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 20岁左右的青年袁高校教学
应对学生提出更具创造性尧独立性的要求曰三是教学过程的特殊性袁即高校教学过程是人类一般认识过
程和特殊认识过程相结合尧学习已知和探索未知相统一的过程袁因此应将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引进教学
过程遥 咱15暂渊97冤潘懋元对高校教学特殊性的理性认识袁揭示了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本质特点与特殊规
律袁为科学尧全面地理解高校课程教学提供了基本的思路指向遥
在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进行科学解释的基础上袁根据他对教育基本规律的理性认识袁潘懋元就高

等学校的教学原则尧教学方法尧课程组织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探索袁形成了一套层次清晰尧结构严整
的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遥 在教学原则方面袁他经过数十年来的研究尧实践与修正袁提出了高校教学的十
大原则袁即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原则尧知识积累与智能发展相结合原则尧在教师主导下发挥学生主体
性原则尧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尧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原则尧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尧知识的系统性与认知
的循序渐进相结合原则尧少而精原则尧量力性原则尧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原则遥 咱5暂渊247冤这十项原则兼
顾一切教学活动中的普遍规律和高校教学过程中的特殊矛盾袁 上承他对于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与教育
基本规律的理性认识袁下启他对于高校具体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尧教学组织的系统设计遥 在教学方法方
面袁潘懋元根据他提出的教学原则对高校教学通常使用的课堂教学法渊讲授法尧讨论法尧实验法等冤尧现场
教学法渊参观法尧调查法尧实习实训法等冤尧自学法尧科研训练法等进行了科学化尧系统化的阐述遥 在课程组
织方面袁潘懋元主张既不能墨守传统的前苏联式的学年制教学计划模式袁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式的学分
制袁而应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袁以及高校教育教学的普遍规律袁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分制
课程教学计划与管理方案遥 咱5暂渊293冤

尽管我国自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以来袁就陆续出现了一些与高校课程与教学相关的研究袁但直
到 20世纪 80年代初期袁 这些研究通常止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总结袁 或移植普通教育理论的思路与范
式袁并未形成兼具学理深度与现实针对性的高校课程与教学理论遥 潘懋元在高校课程与教学方面的研究
成果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遥 随着这一思想的日渐成熟袁他将其运用到更广义的高校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中袁如对大学素质教育的研究尧对研究生教育问题的研究尧对高校课程教学改革趋势与策略的研究等袁取
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遥 同时袁这一思想体系在高校教育教学实践中也得到了推广运用袁如潘懋元本人在
研究生教学实践中摸索出的野学习要研究要教学冶三结合的教学法尧野学术沙龙冶教学法等袁从不同的侧面
展现了他的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的实践魅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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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思想
教师是高校办学的主体袁 是高校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承担者袁 高校教师群体的学术水

平尧教学能力和师德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的教育质量尧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遥 潘懋元很早就意识到
了教师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袁并开始了高校教师相关议题的研究工作遥 比如袁在他 1956年组织编
写的叶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曳中袁就有专门章节探讨高校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尧作用尧任务及其与学生的
关系等遥 随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袁以及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师范教育的转型变革袁潘懋元逐
渐将研究视野聚焦到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问题上遥
潘懋元是师范教育出身袁曾参加中等师范培训和接受系统的大学师范教育袁具有深厚的师范教育理

论修养和丰富的师范教育实践经验遥 同时袁作为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袁他也深知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和
适应性变革要求遥2004年袁他发表叶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曳一文袁阐明了以野教师教育冶取代传统野师范教
育冶的必要性遥 他指出袁传统的师范教育仅仅强调教师职业的伦理性袁是一种封闭尧定向的教师职前教育袁
已不再适应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领域所呈现的新趋势尧新变化袁应以野教师教育冶取代这一概念遥 与师
范教育相较袁教师教育具有两大特征院首先袁更强调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袁将教师视为一种拥有异于一般知
识的专业知识袁能够根据特有的专业经验为特定对象提供专业服务的专业化职业袁咱16暂渊16冤因此袁必须经过
专门化的专业教育与专业训练曰其次袁更强调教育的开放性尧多样性与长期性袁是一种贯穿教师职业生涯
始终的终身教育体系遥 在 2006年召开的第四届野高等教育质量国际学术研讨会冶上袁潘懋元发表报告叶大
学教师发展与教育质量提升曳袁正式引入野大学教师发展冶这一概念遥 他认为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成为
社会的中心袁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出现袁大学教师的角色与功能正在发生巨大
变化袁传统上从外部社会尧组织的要求出发建构的教育尧培训已不再契合高校教师的成长规律与成长需
要袁应提倡注重自主化与个性化的野教师发展冶遥 咱17暂渊503冤结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普遍共识和中国高等教育
的实际情况袁他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广义上的高校教师发展界定为野所有在职大学教师袁通过各种途径尧方
式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袁使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持续提高袁不断完善冶的过程袁咱18暂渊5冤并将高校教师发展的内涵
界定为学术水平的提高尧教师职业知识与技能的提高尧师德的提升等三个方面袁同时对高校教师发展的
方式尧动力及经验借鉴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遥
纵观潘懋元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思想的发展历程袁 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和理论包容性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其一袁从宏观层面明确了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的基本性质遥 传
统的教师职业缺乏对专业化的重视袁传统的教师发展也缺乏专业化的机制袁这种专业化的缺失已经严重
偏离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袁这也是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问题之所以引人关注的主要原因遥 潘
懋元对教师教育尧教师发展概念的解读与论述袁紧紧围绕着教师职业与教师发展的专业化而展开遥 其二袁
从中观层面明确了教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主要模式遥 潘懋元从现代教师发展的要求出发袁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传统师范教育尧教师培训中的诸多问题袁如强制性尧封闭性尧短期性等袁强调发挥教师发展的积极性尧
自主性袁构建开放化尧多元化的终身发展体系遥 其三袁从微观层面明确了教师发展的具体路径与实现方
式遥 潘懋元的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既重视对国外相关经验的引介与借鉴袁又强调立足本国的优
良传统与实际情况曰既重视对普遍性尧一般性问题的探索袁又强调结合各种具体的高等教育类型袁如研究
型大学尧应用型大学尧高职院校等袁寻找能够满足不同高校特殊需要的工作方法遥

四尧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

在世界多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袁与大众化相伴而生的袁是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袁它既表现在高等
教育类型的多样化上袁又表现在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上遥 潘懋元很早就看到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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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共同趋势袁并对我国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长达近三十年的研究袁形成了他的
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遥 他的分类发展思想涵盖各种类型尧各个层次的高等教育袁以及学历与非学历尧全
日制与非全日制等各种高等教育形式袁然而袁其中着墨最多袁也最具开拓性尧典型性的部分袁主要集中于
民办高等教育尧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本科教育等三大领域遥

渊一冤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思想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私立大学的兴盛时期袁 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袁民

办高等教育几乎销声匿迹了遥 改革开放后袁民办高等教育开始得到恢复发展袁但是袁受制于国家的政策法
规和人们的传统观念袁民办高等教育长期被置于边缘地位袁不仅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袁反而因诸多歧视
和不公平政策的制约而举步维艰遥 潘懋元是我国最早关心和研究民办高等教育问题的学者之一袁也是最
早积极支持尧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行动者之一遥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民办高校复苏之初袁他就指出袁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袁民办高等教育的重现不是不可能的袁咱6暂渊223冤并预见到民办高等教育将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遥 他认为袁随着改革开放后城乡合作经济尧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
持续发展袁民办高等教育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袁符合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遥 同时袁民办高等教育的
发展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力量集资办学袁广开财路袁缓解高等教育日益严峻的供需矛盾曰有利于调整高
等教育结构袁促进新的教育体制尧办学机制的建立曰还有利于社会智力资源的开发遥 咱1暂渊341冤从这个角度看袁
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袁 这也为亚洲和东欧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
展经验所证明遥 对民办高等教育历史意义的理性认识袁以及对民办高校办学者的情感认同袁促使他日益
重视并积极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遥1988年袁他在叶光明日报曳撰文袁着重阐明了民办高等教育的性质袁
提出野学校的社会性质袁并不决定于经费的来源袁而是决定于办学方针尧教育宗旨以及体现方针尧宗旨的
教育内容尧教育方法尧管理制度冶咱1暂渊340冤袁因此袁民办高等教育同样应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袁享有与公立院校
一视同仁的待遇遥 这一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导正了当时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究竟是姓野公冶还是姓野私冶的社
会争议袁使人们开始重新思索民办教育的性质尧地位与意义遥 1990年国家教委委托厦门大学高教所进行
野民办高等教育立法的前期研究冶袁1998年厦门大学高教所成立野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冶袁以此为基础袁
潘懋元和他的同事尧学生们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议题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研究遥
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民办高校的办学理念尧办学方式等袁另一方面取决于国家相关法

规和改革的支持遥 因此袁潘懋元不仅关心民办高校的内部建设与发展袁而且非常重视相关法规和政策研
究袁努力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遥 在他看来袁民办高校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袁如办
学宗旨尧独立性与自主性尧产权尧投融资体制等袁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袁主要在于相关法律尧法规和政策
的完善遥 在 1995年召开的野亚太地区私立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冶上袁他作了题为叶立法要要要私立高等教育

发展的保障曳的主题发言袁指出立法对于保证私立高等教育质量尧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遥 他认为袁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之下袁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立法应着重发挥扶持尧引导袁而非限制作用曰必
须明确私立高等教育的社会性质袁确保其与国家的社会制度相一致曰必须尊重其相对独立性尧自主性和
灵活适应性曰必须公平对待袁鼓励竞争曰必须明确责任曰必须建立评估制度遥 咱19暂渊21冤这些论断紧扣当时我国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争议尧问题和矛盾袁为民办高等教育相关法律政策的出台奠定了重要的理论
基础遥2002年叶民办教育促进法曳颁布袁这一关键性法律的出台使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和发展环境有
所改善袁但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遥 潘懋元在叶民办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曳等文章中指出袁产
权问题已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重要法律问题袁根据现有的政策法律袁民办高校的投资者和法人基本
不享有财产所有权袁这种延续公立高校管理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办高校举办者的积极性袁
需要有进一步的法规或条例对民办高校产权进行规范与保护遥 咱20暂渊28冤2010年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渊2010-2020年冤曳颁布后袁他又针对将民办高校划分为野营利性冶与野非营利冶的简单二分法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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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矛盾与困境袁提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需要走出区别于野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冶和野营利性民办
高校冶 的第三条道路袁 即 野投资举办但不要求取得回报和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但又不是营利性的民办高
校冶遥 咱21暂渊3冤这一观点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问题进行了辩证思考袁为民办高校在新时期所面临
的法律与政策困境提供了合理的解决之道遥
除此之外袁潘懋元还对民办高校内部的管理尧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等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袁如建

言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背景下积极瞄准市场尧适应市场经济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袁大力发
展高等职业教育袁咱22暂渊77冤等等袁为民办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贡献了许多富有创见
的思想袁 得到了很多民办高校办学者的认同遥 鉴于潘懋元对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贡献与重要影
响袁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特授予他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渊理论奖冤冶遥

渊二冤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思想
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遥 到 20世纪后期袁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

化发展的需要袁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才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遥 潘懋元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
展袁因为在他看来袁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袁关键就在于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袁如果高等职
业教育的问题解决不好袁大众化的质量将受到整体性的影响遥 咱6暂渊228冤与民办高等教育类似袁我国的高等职
业教育长期处于被轻视尧误解的边缘地位袁自身的发展路径与办学模式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潘
懋元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之一遥 他认为袁解决高等职业教育问题的首要条件袁是端正学
校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全社会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遥 早在 1993年袁他就在叶必须重视专科教育研究曳
一文中指出袁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系统中同一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袁二者的区别在
于培养目标与规格袁而不在于年限与水平遥 专科教育更重视应用技术与工艺袁是一种技术性尧职业性的教
育袁其在德尧日等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遥 咱23暂渊54冤这一观点对于纠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
见袁以及谋划职业教育的现实发展路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1999年为了适应野大扩招冶的要求袁我国
开始在普通高校中增设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袁并以野三补一改冶等方式增办独立的高职院校袁高等职业教育
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遥 然而袁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偏见尧歧视仍普遍存在袁有些甚至是制度化尧政策性的歧
视袁比如袁政府对高职院校的财政投入总是远远低于普通本科院校袁高考中存在野先本科后高职高专冶的
录取顺序袁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政策上歧视尧拒绝高职高专学历等遥 在叶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
几个主要问题曳等文章中袁潘懋元将以上问题归结为野正确战略决策和不配套的政策措施的矛盾冶袁指出
政府以高等职业为重点的大众化发展战略是正确的袁但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并不配套袁甚至在阻碍高等
职业教育的发展遥 咱24暂渊13-15冤因此袁必须通过调整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袁如按照办学需要而非学校类型进
行教育财政拨款尧改革野重学轻术冶的招生就业制度尧依据行业或岗位而非学科目录来设置专业尧建立以
市场为导向的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袁等等袁咱25暂渊45冤来转变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态度与观念遥
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袁以及国外经验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袁潘懋元提出了关于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走向的构想遥2003年袁他明确提出袁高等职业教育并非一种教育层次而是一种教育类型袁不应
将高职院校限制在专科层次袁应允许它们野升本冶袁但前提是不能一哄而上袁且升本之后还是高职袁不能变
成普通本科遥 咱24暂渊15冤2005年袁根据现代化建设的人才结构尧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袁以及世界高等教育的
发展趋势袁他提出了建立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立体系遥 这一体系中的高校应具有更适宜于造就各层次职业
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尧教学计划尧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袁向上应涵盖专科尧本科乃至专业硕士尧专业博士
研究生层次袁向下则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相衔接遥 咱26暂渊28冤这一构想的提出引发了教育界的强烈反响袁许多
学者和办学者认为这一体系的建立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袁 也有助于巩固高职
院校的地位袁保持职业教育的连贯性袁改善高职的办学质量和办学特色遥 在这一宏观构想提出后袁潘懋元
又针对如何建立特色化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尧如何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尧如何构建高职院

别敦荣等院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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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评估标准尧如何谋划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探索袁取得了大量具有理论与实践
意义的研究成果遥 近两年来袁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袁随着 2014年国务院叶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曳尧教育部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渊2014-2020年冤曳等政策文件的颁布袁高等职
业教育的地位和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袁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也有了较为清晰
的蓝图遥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与实践的整体推进方向袁大体上符合潘懋元十几年来的理论预设遥

渊三冤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思想
野应用型本科冶是近年来逐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一种高校类型遥 对于这一概念袁目前理论界与实践

界还未形成共识袁只在大体上用以指称那些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袁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本
科院校遥 十多年来袁潘懋元对应用型本科教育保持了高度的关切袁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院一是
基于从宏观层面对我国高等学校分类定位与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总体把握遥 他指出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一大突出问题袁是高校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社会多样化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遥 一方面袁许多高校袁
无论其办学基础尧特色如何袁都在谋求向多科性尧综合性尧研究型的巨型大学发展曰另一方面袁教育主管部
门仍然依循单一化的政策取向尧质量观与评估标准来引导高校袁更加剧了高校的同质化遥 这种单一的发
展方向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袁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健康发展遥 咱27暂渊6冤通过参考
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校分类法袁他提出建立类型多样尧层次分明的新型高等
教育学制系统袁将高校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袁第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袁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曰第二类是
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袁主要培养理论基础宽厚且适应不同层次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曰第三类是职业
性技能型高校遥 咱28暂渊7冤目前袁第一类和第三类在宏观方向上大体定位明确尧道路清晰袁而第二类渊大部分为应
用型本科冤应如何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寻求自身的位置尧发挥自身的作用尧体现自身的价值袁还缺乏普遍性
的共识与整体性的擘画袁需要给予重点关注遥 二是基于微观层面对我国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新建本科院校
发展定位尧发展取向的具体设计遥1999年野大扩招冶以来袁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建本科院校袁多为专科院校
经合并尧重组或升格后形成袁不仅数量众多渊占我国普通本科高校数量的一半以上冤袁而且门类繁多尧情况
复杂袁历史长短不一尧水平参差不齐遥 这些高校肩负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使命袁理论上应朝着应用型
本科的方向发展袁然而袁它们在办学定位尧发展路径尧教育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袁并没有形成成熟
的发展模式遥

为解决上述两大关键性问题袁潘懋元首先从宏观层面对应用型本科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袁明确了其在
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遥 他提出袁应用型本科应具有四大基本特点院一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曰
二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曰三是以教学为主曰四是以面向地方为主遥 咱29暂渊10-11冤与研究型大学相比袁它应更贴近
社会实际袁主动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袁积极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曰与高职院
校相比袁二者间虽然有一定的交集和野模糊地带冶袁但仍存在必要的分野袁比如野高职学习的理论够用就
行袁应用型高校要求理论知识坚实袁但不要太厚太深遥 冶咱30暂渊7冤在具体的发展方向上袁应用型本科可以着重向
以特定行业为依托袁与市场尧产业尧行业和岗位群紧密联系的野特色型大学冶咱31暂渊33冤发展袁也可以着重向立足
于地市袁为地方生产尧生活服务的地方性高校发展遥 在微观层面的发展路径上袁潘懋元则对应用型本科的
发展目标定位尧学科专业定位尧人才培养定位尧课程教材建设尧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遥 比
如袁在发展目标定位方面袁他提出一方面要从培育自身特色出发袁另一方面要从社会需要尧市场需求等实
际情况出发曰咱32暂渊36-38冤在课程教材建设方面袁应从实际问题尧实践经验袁而非传统的学科理论出发曰咱29暂在师资
队伍建设方面袁应从培养尧引进既掌握专业知识袁又熟悉岗位操作袁更善于运用教学方法的野双师型冶教师
出发袁咱32暂等等遥 在开展理论研究的同时袁他不辞辛劳尧亲力亲为袁亲自调研尧走访了许许多多的应用型本科
高校袁并积极为这些高校介绍经验尧指导工作袁足迹遍布全国大部分省份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他对于应用型
本科教育发展的种种构想袁 也得到了诸多教育决策者和高校领导者的认同袁 对许多地区的高等教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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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尧许多高校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遥
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宝贵财富袁 它不只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发展和

实践走向袁而且受到国际高教界的重视遥 潘懋元的高等教育思想深刻而恢阔尧博大而思精袁在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遥 他的元高等教育学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袁他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擘画了清晰的总体蓝图袁他的高等学校
教育教学思想为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袁 他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
则为大众化时期我国不同类型的高校指明了合理的发展路径遥 本文主要基于他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与
思想理路袁对他在四大范畴尧十大领域的主要学术贡献进行了初步归纳与概述遥 限于文章篇幅与笔者水
平袁本文对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论述难免有疏漏之处袁有待在今后更深入的研究中加以补救和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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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line of Pan Maoyuan爷s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Bie Dunrong Li Jiaxin

渊Xiamen University袁Xiamen 361005袁China冤

Abstract: Pan Maoyuan爷s researches and literature on higher education are valuable asse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They have not only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袁but also received atten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With strict structure and huge system in his thoughts袁it almost covers all
field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s. Overall袁his thoughts on higher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 the
meta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and the thought of educational basic rules袁which represent by the
thought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paradigm曰the macro-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oughts which
represent by the though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oad袁the though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袁and the thought of lifelong education曰the universities education thoughts which
represent by the thought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袁and the thought of teacher educa鄄
tion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曰as well as the higher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thoughts which represent by the though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袁the thought of higher vocational e鄄
ducation袁and the thought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袁and so on. His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are not only the cornerstone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but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an Maoyuan曰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曰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s曰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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