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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小结一、高等教育发展问题1．高等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的

特征、代表性教育机构2．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中国书院教育的历史性贡献。3．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划

分为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普及教育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具

有不同的特点。（表12-1，p371）二、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

题1．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 （1）高等教育受社会

发展的制约；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

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是直

接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高等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潜在的制约因素。（2）高等教育为社会

发展服务 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教育促进经济增长、促

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功能）； 高等教育为社会制度建设服务（

通过培养人才维护、改革、调整、完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的功能；高等教育为文化发展服务（教育对文化的传承、选

择与创造文化的功能）。2. 高等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基本关系 

遗传素质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环境制约人的发展的可

能与条件；教育对人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按人的发展规律和

教育的基本规律进行人的培养）。3．四种高等教育目的观（

对高等教育目的的不同价值取向的理解）自由教育目的观；

职业教育目的观；普通教育目的观；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并

重的教育目的观。基本观点与评价。4．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

素质教育（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全面发展



的教育（2）素质教育与素质教育全面发展观素质教育全面发

展观的构成（面向全体学生；全程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学生

）。5．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培养目标的不同指导思想两种

模式的结合模式。学科专业综合发展模式；学分制与选课制

结合模式；不分专业模式；产学研结合模式。6． 高等教育

的功能与高等学校的职能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高深学问的

选择、传递和创造；高等学校职能是指高等学校作为一种教

育机构针对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言所起的作用，它是高等教育

功能的具体体现。来源：www.examda.com高等学校的基本职

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高等学校职能的新发

展：引导社会的职能、创造新职业的职能、国际合作的职能

。7．“双主体论”教学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性

活动；教学是教与学的辨证统一，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

构成教学活动的两面。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

主体是指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人只有从事认识和实

践活动时才能成为主体。当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以课程为

背景的平等、民主的交往过程时，教师与学生就是交互主体

地参与教学过程，二者的关系是“主体-主体”，也就是“双

主体”的关系或者“一主两面”关系。教育质量的前提是调

动双主体的积极性。教育质量是对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

的评价。教育质量包括：教育工作质量、学生发展质量；教

育工作质量以教师的教学水平质量为核心；学生发展质量指

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实际状态所达到特定的教育或规格的程度

；学生发展质量是教育质量的具体体现其重要的内容是学生

的全面发展水平。学生发展质量的内核和实质是学生主体性

的提高程度。三、高等学校教学问题1．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特



点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逐

渐增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百考试题论坛教学与生产劳动

和社会生活的联系逐渐增加。2．高等学校的教学原则（1） 

科学态度与人本精神统一原则；（2） 教师学生能动合作与

自觉制约统一原则；（3） 科学稳定性与适时更新统一原则

；（4） 教学条件广泛开发选择与有效应用统一原则；（5） 

教学方法上发展形象思维与发展逻辑思维统一原则；（6） 

教学组织上的课堂教学与非课堂教学统一原则；（7） 全面

教学质量管理与突出关键环节统一原则。3. 高等学校的教学

方法（1）高等学校教学方法的特殊性由注重“教法”转向更

加注重“学法”；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具有很强的专业针对

性。（2）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的选用原则教法与学法的统一

；讲习知识方法与训练智能方法的统一；常规教学方法与现

代教学方法的统一。（3）常用的高等学校教学方法的特点发

现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掌握学习法；学导

式教学法；个性化教学法。4．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

（1）教学改革趋向国际化；（2）学科趋向综合化；（3）教

学趋向个性化；（4）教学管理活性化；（5）倡导自主性学

习；（6）教学改革围绕创新人才培养展开；（7）强调教学

内容更新。四、高等学校管理与建设问题1．高等学校内部管

理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1）管理重心下移问题.目的是提高

学校的“生产力”；建立“两级管理，重心在院（系）”的

管理体制。来源：考试大（2）民主管理问题. 充分发挥学术

权力的作用，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力。（3）建立激

励机制问题；真正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4

）建立有效调控机制问题；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学校各项



规章制度建设。2．高等学校管理原则（1）入学机会均等与

择优培养原则；（2）学术自由与教育责任原则；（3）学术

自治与社会参与原则。3． 教师队伍建设教师聘任制：按照

不同的职称来聘任教师的制度，其本质是使教师与学校具有

平等的合同关系。教师资格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的

教师资格许可的制度。有利依法治教，促进教师职业专业化

和优化教师队伍。4． 课程建设评价课程建设评价注意点：

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不同特性；学生参与课程建设评价的

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问题；不同高校之间的差别。采集

者退散5． 校园文化建设高校校园文化的功能：导向目标的

功能；启迪智慧的功能；塑造人格的功能。校园文化建设的

途径：共创校园精神（全体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具体体现

在学风、教风、领导作风等方面）；发展智能结构；培养健

全人格；丰富业余生活。 相关链接：2009年教师资格高等教

育学章节指导（第1－12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