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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学科——学科的内外两重建制一



( )学科的丰富含义(一)学科的丰富含义

 过去对“学科”的理解比较简单化 仅仅把它看做为学问的分类 过去对“学科”的理解比较简单化，仅仅把它看做为学问的分类

或是教学的科目。

 随着我们对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对学科的

把握越来越深刻、全面。

育与 才培养单位 劳动分 方式 交流平台 社会管理单

知识体系 精神规范 研究组织

教育与人才培养单位 劳动分工方式 交流平台 社会管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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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的丰富含义( )学科的丰富含义

一种知识体系：是关于某
一种精神规范：是学科的精

神信仰 思维方式和规范制
一领域的结构较紧凑、思

维严密、内在较一致的逻

辑知识体系 表现在学科

神信仰、思维方式和规范制

度等。表现在学科研究的范

式、学科的制度规范和学者
辑知识体系。表现在学科

的文献、教科书等上；

式、学科的制度规范和学者

们思维方式、个性特点等方

面；

一种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单位：指一种研究组织：是组织学

的是“教学的一种组织形态”，

表现为人才培养的独立机构（如

学院 学系） 独立的学位 专

科研究力量、开展学科研

究的基本单位，表现为学

科研究的研究院（所 室 学院、学系）、独立的学位、专

业和课程体系。

科研究的研究院（所、室、

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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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的丰富含义( )学科的丰富含义

一种科学劳动的分工：一个学科的成立

标志着社会分工中一个新的部门的建立

，标志着一个新的工作团体和工作岗位

的独立分化，标志着一群人新的劳动角

一种社会对知识进行管理的框架

：科学的研究与经济、社会和国的独立分化，标志着 群人新的劳动角

色的确立和巩固； 家的利益密切相关，科学研究日

益依赖于外部资源和环境的力量

成为政府和社会认定的合法学

一种交流的平台：学科超越了时空的局限，

将分散在不同地方 机构的学者同行 不

，成为政府和社会认定的合法学

科对于某一领域知识的生产和传

播具有重要的意义。表现在国家
将分散在不同地方、机构的学者同行、不

同时代的学科人员联系起来，将当前的学

科人员同未来的学科人员团结起来，组织

学科超时空的学者共同体 表现在学科

颁布的学科目录、各种科研基金

的申报目录和专属的图书分类号

上。学科超时空的学者共同体。 表现在学科

的群众组织（学会）、学科研究的杂志、

图书文献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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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的两重建制

逻辑范畴和知识体系内在 1

（ ）学科的两重建制

畴

学科精神、思维方式和制度、规范2

内在
观念
建制

3 学科的具体社会组织，如学院、学系、研究所等外在 3 学科的具体社会组织，如学院、学系、研究所等外在
社会
建制 更广泛意义上的学科的社会分工、知识管理、内部交流机

制等
4

 学科是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的统一体，是认识的组织

制等

 学科是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的统 体，是认识的组织

和社会的组织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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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内在观念建制

内在观念建制是学科 “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

的核心，是学科生命

力的根源，也是其存

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
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
一人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

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
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
一人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

在和发展之根本。
人 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

的方法或真理。”

------华勒斯坦

人 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
的方法或真理。”

------华勒斯坦华勒斯坦华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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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外在社会建制：

一方面是学科内在知识和精神规范的外在社会形式和延伸；另一方面是

促进学科内在观念建制成熟的条件，为学科内在观念建制的成熟提供了促 学科内在观 建制成熟的条件 为学科内在观 建制的成熟提供了

多种支持和保障：

提供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外在资源1、提供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外在资源。

2、组织和培养学科理智力量。

建立学科超时空共同体 促进学科交流3、建立学科超时空共同体，促进学科交流。
从科学的增长来看，其过程既是认识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科学知

识的增长仰赖于科学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科学似乎是科学家之间的一识的增长仰赖于科学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科学似乎是科学家之间的
种契约，其“客观性是科学的共同体/社会中展开的批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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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建设研究生教育学怎么样建设研究生教育学：
由外而内的路线选择二



（ ）学科的成立条件与成熟标准（一）学科的成立条件与成熟标准

“研究生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否清楚研究生教育学不是 门学科 是什么意思 我们能否清楚

地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这门学科不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 即这门学问是说这门学科不具备成为 门学科的基本条件，即这门学问

由于先天的缺陷，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成为学科吗？还是

说她目前的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标说她目前的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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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的成立条件与成熟标准（ ）学科的成立条件与成熟标准

学科的两个问题：学科的成

立条件和学科的成熟标准。

我们有时候拿学科的成熟标

准来衡量学科能否成为一门

学科，有时候又以学科的成

立条件来判断一门学科是否

是 门成熟的学科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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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成立条件主要是针对科学领域的固有本身属性而言

的。

 学科成熟标准是针对人类对该领域的认识程度和组织程

度而言的度而言的。

 符合学科成立条件的科学领域不一定达到学科成熟标准， 符合学科成立条件的科学领域不 定达到学科成熟标准，

而达到了学科成熟标准的科学领域则一定符合学科成立

条件。条件。

究生教育学符合学科成立的基本条件研究生教育学符合学科成立的基本条件，

但还没有达到学科的成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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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然学科：符合学科成立条件而没有达到学科成熟标准

的科学领域。

 一是从时间上讲，它是指向未来的，即在将来一定能

够成为成熟学科；

 二是从人类自觉的学科意识上讲，我们应该发挥主观

能动性努力促使这个领域加速向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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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外部建制包围内部建制的道路

 1.由内而外：传统学科建设的路线

（二）走外部建制包围内部建制的道路

内在
建制

外在
建制

在学科知识经过长期的、自然的积累已形成比较成熟的逻辑概念在学科知识经过长期的、自然的积累已形成比较成熟的逻辑概念

体系，学科的精神规范得到了学科内外同行的公认，学科声誉和

价值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后，才来建立学科的外在社会

建制，并最后走向了外在建制和内在建制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

学科的成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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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而外：一条效率非常低下路线

因此 其发展步伐是非
学科缺少有组织、有目的的研究；

由内而外： 条效率非常低下路线

因此，其发展步伐是非

常缓慢的，同时也不能

为实践提供积极、及时

（零星、自发、无序的）

为实践提供积极、及时

的指导。而且，由于没

有为实践服务而反过来

缺少足够、接受相关训练的学科力量

（闲情逸致、个人天分、机遇）

越得不到社会的认同，

学科的建设可能陷入了

个恶性的循环而被长

缺少足够的社会支持和研究资源；

缺少畅通的信息交流网络和机制；
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被长

期地拖沓，并最终损害

了人类进步的利益。

缺少畅通的信息交流网络和机制；

知识的形成、交流、批判、积累等以无 了人类进步的利益。
意识、无组织、无序的混乱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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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外部建制包围内部建制的道路

 2.由外而内：加快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成长

（二）走外部建制包围内部建制的道路

学科的外在社会建制对学科内在观念建制的成熟具有不可或缺、

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是否应该在学科的内在建制相对成熟了以后 再来发展我们是否应该在学科的内在建制相对成熟了以后，再来发展

学科的外在建制呢？

还是在内在建制尚未成形 知识体系和精神规范还不成熟的还是在内在建制尚未成形、知识体系和精神规范还不成熟的

情况下，先通过建立学科的外在建制，充分发挥外在建制对

内在建制的强大推动作用，来加速学科内在建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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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内外 内

 在其内在理论体系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进行以学科为目的的社会建

构，通过先建立学科的外在社会建制，充分发挥外在社会建制对学

科内在观念建制的巨大推动作用，来促进学科内在建制的快速、高

效率成长，然后再以知识体系的成熟和服务实践的贡献再来赢得社效率成长，然后再以知识体系的成熟和服务实践的贡献再来赢得社

会的承认，并进一步巩固和保卫其外在社会建制。

由外而内：通过创设完备的社会建制，人为加速了学科内在建制的成

熟和发展，避免了学科在没有社会建制情况下长时间的无序、随机、

徘徊，为学科建设赢得了时间，为该领域的社会实践提供及时、有效

的指导，具有效率高、目的性强、组织程度高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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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成立就是 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
开始就努力进行学科的构建：

• 1978年5月17日，中国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
育研究室成立育研究室成立

• 1981年，该研究室招收了我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将高等教育学
正式列为教育学的 级学科正式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

• 198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成为与中国教育学会平行的组织
；

• 1984年，厦门大学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授权单位。

• 1986年，厦门大学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授权单位。

•
• 在高等教育学外在建制建立的时候，其内在建制还远未成熟，或者

说当时学科的理论建设工作才刚刚起步。因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
我国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才刚刚开始，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也是
到1984年才出版，而就是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也是模仿了普通教育学的
模式，高等教育学独特的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



建设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学三 建设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学：
学科建设方向和路径三



（一）传统的学科评判标准--内在标准（ ）传统的学科评判标准 内在标准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是学科内在观念建制的核心要素。

判学科的内在标准就是关 此 个方面评判学科的内在标准就是关于此三个方面。

研究对象知识体系
学科

研究方法

学科

研究方法

 般认为 门学问只有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 独特的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一门学问只有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

和完整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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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
研究对象

独特的
研究方法

LOREM完整的
知识体系

“独特”，即指学

科必须拥有自己特

有 其他学科没有

根据研究对象本质和

结构的不同，每门学

“完整”一方面是指“

单向度”的知识体系,

即指理论范式的单一性有、其他学科没有

或不能研究的对象

，同一对象只能由

科都应该找到与其对

象相对应的、必须是

即指理论范式的单 性

。另一方面是指“线形

”的知识体系，从独特

一门学科“独家代

理”地进行研究，

其他学科不能涉足

自己独有的、不能与

其他学科共享或交叉

对象到独特研究方法，

从基本概念、基本推理

衍生出基本判断 基本其他学科不能涉足

其中。
的研究方法。

衍生出基本判断、基本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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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学科评判标准--外在标准（ ）传统的学科评判标准 外在标准

 一般来说，学科外在社会建

制上的评判标准主要包括如

 在我国，外在标准还要包

括进入国家的学科目录制上的评判标准主要包括如

下内容：有专门的学会、独

立的研究院所 单设的大学

括进入国家的学科目录。

在大科学时代，这一标准

立的研究院所、单设的大学

的学院、学系、专门的刊物

还包括进入科研基金申报

目录等。这其中，大学教

和出版机构、图书馆中的专

设图书序号等。

学的发展（专业、系、所、

学院的设置）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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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靠拢的“学科”与“领域”（二）不断靠拢的 学科 与 领域

传统标准是学科和领域的分界线 学科和领域的界限分明 但是今天传统标准是学科和领域的分界线，学科和领域的界限分明。但是今天，

这一标准被越来越失去了效用。

学科领域化学科领域化
学科领域化是指已经得到公认的成熟学科在不断地“退化”，在某

些特点上越来越向领域靠拢。这种“退化”不是指学科外在社会建

制的消失、崩溃或倒塌，而是指学科在内在观念建制上不断违反关

科 究 象 法 体系的 判标于学科研究对象、方法和知识体系的评判标准。

（1）学科研究对象越来越交叉，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

（2）学科研究方法越来越共享，越来越多样。

（3）知识体系越来越庞杂，理论范式越来越多元。



（二）不断靠拢的“学科”与“领域”（二）不断靠拢的 学科 与 领域

领域学科化：是指按传统标准评判目前还仅仅停留于“领域”

水平的学问在不断地“进步”，在某些特点上越来越向学科靠

拢。这种“进步”当然并不是指其内在观念建制都已经符合学

科评判的内在标准，而是指它们在外在建制上不断成熟，逐渐

符合学科评判的外在标准。符合学科评判的外在标准。

由于科学内部分化和社会的需要，一些新兴领域和问题的研究（如地
区研究）为了获得稳定的场所、人员、设备、经费、图书等社会资源，
逐渐在高校中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拥有了专职的科研人员，培养
从事特定领域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为了学术交流的需要，
这些领域和问题研究也开始建立专门的社会交流机制 创办专门刊物这些领域和问题研究也开始建立专门的社会交流机制，创办专门刊物，
组建专门学会等等——领域越来越像学科了。



 今天的学科不可能再去固守学科评判的传统标准。

 成熟的学科也可以没有独特对象、独特方法和单向度、线

形知识体系，这丝毫也不会削弱其学科地位。同理，没有

独特对象、独特方法和完整知识体系的领域也可以按照学独特对象、独特方法和完整知识体系的领域也可以按照学

科的模式进行社会建制的建设，这也丝毫不会影响其对社

会资源的获得会资源的获得。



初创阶段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与路径

1．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外在建制的建设：

（1） 成立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2）

（3）

建立更多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机构

举办更多的专业理论研究期刊，举办更多的理论研究栏目（3）

（4）

举办更多的专业理论研究期刊，举办更多的理论研究栏目

资助更多的理论研究、发布研究生教育的项目

（5） 争取进入“学科专业目录”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与路径

研究研究
方法方法
研究研究
方法方法

知识知识
体系体系
知识知识
体系体系

研究研究
对象对象
研究研究
对象对象

 2．重新定位内在建制建设的方向



THANKSTHANKS

E-mail:   uglyman_liu@126.com 

TEL： 13979107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