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院校学科建设

主编  王曙芬  丁虹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人院校学科建设/王曙芬，丁虹主编．—赤峰：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380-2187-5

I．①成…  Ⅱ.  ①王…  ②丁…  Ⅲ.  ①成人高等学校

—学科建设—研究　Ⅳ.  ①G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1651号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南一段4号
邮  编： 024000
电  话: (0476)8224848  8226867
网  址： www.nm-kj.com
责任编辑： 那 明

封面设计： 永 胜

印  刷： 赤峰富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字  数： 180千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12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目 录

— 1 —

第一章 绪论

 1.1 成人院校学科建设的背景 …………………………………… 1

  1.1.1 学科建设是科学纵深发展的要求 ………………………… 5

  1.1.2 学科建设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要求 ……… 6

  1.1.3 学科建设是成人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 …………………… 6

 1.2 成人院校学科建设的历史 …………………………………… 8

  1.2.1 成人教育的发展历史  …………………………………… 8

  1.2.2 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 ………………………………… 10

 1.3 成人院校学科建设的现状 …………………………………… 13

  1.3.1 成人教育的发展现状 ……………………………………… 13

  1.3.2 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现状 ………………………………… 15

 1.4 学科建设在成人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 16

  1.4.1 学科建设在成人院校中的重要作用 ……………………… 16

  1.4.2 成人高校学科建设的核心地位 …………………………… 17

第二章 成人院校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

 2.1 学科建设的基本概念 ………………………………………… 20

  2.1.1 学科的定义 ……………………………………………… 20

  2.1.2 学科的内涵………………………………………………… 21

目  录 



目 录

— 2 —

  2.1.3 学科建设 ………………………………………………… 24

 2.2 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 ………………………………………… 25

  2.2.1 学科方向建设 ……………………………………………… 25

  2.2.2 学科梯队建设 …………………………………………… 26

  2.2.3 学科基地建设 …………………………………………… 29

  2.2.4 学科项目建设 ……………………………………………… 30

 2.3 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 ………………………………………… 30

 2.4 学科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 32

 2.5 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 ………………………………………… 33

 2.6 影响学科建设水平的要素分析 ……………………………… 36

  2.6.1 学科的研究方向 ………………………………………… 36

  2.6.2 学科的学术队伍 …………………………………………… 37

  2.6.3 学科的科学研究 ………………………………………… 38

  2.6.4 学科的人才培养 ………………………………………… 39

  2.6.5 学科的发展条件 ………………………………………… 40

  2.6.6 学术交流 ………………………………………………… 41

  2.6.7 学科管理 ………………………………………………… 42

第三章 经济管理类学科的学科建设研究

 3.1 专业设置的原则 ……………………………………………… 44

 3.2 财务管理专业学科建设研究 ………………………………… 44

  3.2.1 财务管理学科体系建立的要求 …………………………… 45

  3.2.2 财务管理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路 …………………………… 4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3 —

 3.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科建设研究 …………………… 50

  3.3.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历史与现状 ………………… 50

  3.3.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同其他相近专业之间的关系 … 52

  3.3.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科建设方向 ……………… 54

 3.4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科建设 ………………………………… 56

  3.4.1 公共事业管理学科建设现状 ……………………………… 56

  3.4.2 国外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特征 ……………………… 60

  3.4.3 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科建设的启示 …………………… 61

  3.4.4 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发展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 63

第四章 企业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4.1 改革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 67

  4.1.1 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 ………………………………… 67

  4.1.2 学科的归属及课程设置的差异 …………………………… 67

  4.1.3 课程体系设置的指导思想 ………………………………… 69

  4.1.4 改革和调整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设想 ……………… 72

  4.1.5 研究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 75

 4.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 77

  4.2.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 …… 77

  4.2.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 77

 4.3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 81

  4.3.1 拓宽和改造专业口径，加强基础教育与素质教育 ……… 82

  4.3.2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规范的建立 ………………… 84

  4.3.3 课程设置与教材选用 ……………………………………… 84



目 录

— 4 —

第五章 经济与管理学院实验中心建设思考

 5.1 体制与管理 …………………………………………………… 89

 5.2 实验教学 ……………………………………………………… 90

 5.3 仪器设备 ……………………………………………………… 92

 5.4 实验队伍 ……………………………………………………… 94

 5.5 环境与安全 …………………………………………………… 95

 5.6 管理规章制度 ………………………………………………… 97

第六章 会计学类专业学科建设

 6.1 会计专业学科建设 ………………………………………… 101

  6.1.1 会计专业学科建设现状 ………………………………… 103

  6.1.2 会计专业学科建设的主要特征 ………………………… 104

  6.1.3 会计专业学科建设的启示 ……………………………… 105

 6.2 会计学专业电算化实验室建立 …………………………… 106

  6.2.1 体验与管理……………………………………………… 106

  6.2.2 实验教学 ……………………………………………… 107

  6.2.3 教学设备 ……………………………………………… 113

  6.2.4 实验队伍………………………………………………… 114

  6.2.5 环境与安全……………………………………………… 114

  6.2.6 管理规章制度 ………………………………………… 115

第七章 工商管理类学科建设

 7.1 工商管理专业学科建设 …………………………………… 116



目 录

— 5 —

  7.1.1 工商管理专业的历史与现状 …………………………… 116

  7.1.2 工商管理专业与其他相近专业的关系 ………………… 118

  7.1.3 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方向 ………………………… 119

 7.2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科建设 ……………………………… 120

  7.2.1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历史和现状 ……………………… 121

  7.2.2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体系 ……………………… 121

  7.2.3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方向 …………………… 123

 7.3 工商管理专业沙盘模拟室建立 …………………………… 124

  7.3.1 体验与管理……………………………………………… 124

  7.3.2 实验教学 ……………………………………………… 124

  7.3.3 教学设备 ……………………………………………… 125

  7.3.4 实验队伍………………………………………………… 125

  7.3.5 环境与安全……………………………………………… 125

第八章 艺术类学科建设

 8.1 电脑艺术专业学科建设 …………………………………… 128

  8.1.1 电脑艺术专业学科体系建立的要求 …………………… 129

  8.1.2 电脑艺术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路 ………………………… 129

 8.2 艺术设计专业学科建设 …………………………………… 132

  8.2.1 艺术设计专业的历史与现状 …………………………… 133

  8.2.2 艺术设计专业与其他相近专业的关系 ………………… 133

  8.2.3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科建设方向 ………………………… 134

 8.3 幼儿艺术专业学科建设 …………………………………… 136



目 录

— 6 —

  8.3.1 幼儿艺术专业的历史与现状 …………………………… 136

  8.3.2 幼儿艺术专业与其他相近专业的关系 ………………… 137

  8.3.3 幼儿艺术专业的学科建设方向 ………………………… 137

第九章 艺术类体验中心建设

 9.1 体验与管理 ………………………………………………… 139

 9.2 实验教学 …………………………………………………… 140

 9.3 教学设备 …………………………………………………… 141

 9.4 设计原则 …………………………………………………… 142

 9.5 环境与安全 ………………………………………………… 143

 9.6 管理规章制度 ……………………………………………… 143

第十章 计算机类学科建设

 10.1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 …………………………… 145

  10.1.1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体系建立要求 …………………… 146

  10.1.2 计算机信息管理学科建设的思路 ……………………… 148

 10.2 计算机机房建设 …………………………………………… 149

  10.2.1 体验与管理……………………………………………… 149

  10.2.2 实验教学 ……………………………………………… 150

  10.2.3 教学设备 ……………………………………………… 151

  10.2.4 管理队伍 ……………………………………………… 152

  10.2.5 机房的要求 ……………………………………………… 152 

  10.2.6 管理规章制度 ………………………………………… 154



目 录

— 7 —

第十一章 成人院校学科建设的发展展望

 11.1 成人教育学科建设所面临的困境 ………………………… 155

 11.2 成人院校开展学科建设的思考 …………………………… 157

注释 ………………………………………………………………… 160

参考文献 ………………………………………………………… 164

附录

 附录一 教育部2011年学科建设目录（2011年） ……………… 166

 附录二 全国成人高校名单 ……………………………………… 171

  

后记



第一章 绪论

— 1 —

第一章 绪论

1.1 成人院校学科建设的背景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知识经济已经完全演变成国家竞争

力的一部分。面对新时代的要求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特点，世界发达

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国家都将重点建设好一批高水平大学作为提高综

合国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战略举措。大家认识

到良好的教育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也是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知

识的肥沃土壤，是培养创新型、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发展知

识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基础和依托。所以，我国要想在21世纪成为“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强国，要想在未来科技发展中占有一席之

地，也必须重点建设好一批大学。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

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

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在

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

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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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作用。”在讲话中胡锦涛还指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批高水平大学，是我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要

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创新能力提高为突

破，加大支持力度，健全长效机制，鼓励重点建设高校成为知识创新的

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扩大开放的桥头堡。”[1]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过程看，世界一

流大学已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充足的资金、优越

的办学条件、一流的管理水平，更主要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一流的学科。

如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古典文学、数学、化学，剑桥大学的物理学、

经济学、生物学，哈佛大学的商业管理、政治学、化学、哲学，斯坦福大

学的心理学、电子工程、植物学、教育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理论物

理、天文学、化学等，都堪称世界一流。正是这些世界一流的学科才使

得这些大学闻名于世。1999年美国大学评估，加州理工学院排在第一，

超过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实验物理和航空

技术成为世界顶尖学科。正如田长霖先生所说：“加州理工学院为什么

会变成这么著名的大学？它的腾飞就是靠两个教授，一个是密立根，物

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使这个学校的实验物理迈进了世界一流；然后

是冯·卡门，钱学森先生的老师，他把美国的航空技术带起来了。有了这

两个人，有了这两门一流的学科，加州理工学院就世界知名了。”可见，

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会有世界一流大学。任何一所大学，建立一

个世界级的，必须抓学科建设，通过卓有成效的学科建设，努力促进学

科发展，使一些学科尽快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从而成为世界一流

大学。

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虽然总体比较落后，发展历史不长，但它却深深

扎根于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之中，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第一章 绪论

— 3 —

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特别是建国后国家确立的一批重点大学，

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它们由

于基础较好，加之国家的政策倾斜或重点投资，已聚集了一大批较高水

平的师资，建成了较好的教学、科研条件，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不仅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还创造出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为我国的社会

进步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显示了较高的学科发展水平。它们

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科发展水平的代表，它们最有率先建成世界高水平大

学的希望。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

学科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世界

一流大学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基地。比如，哈佛大学校友中就有6位

总统产生，超过30位诺贝尔奖得主从这里诞生，30名普利策奖得主；芝

加哥大学校友有6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中也有许多著

名人物。前美国总统威尔逊、麦迪逊等是从东京大学出来的，东京大学

曾经培养出了一大批知名人物，所以传说“东大人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

命脉”。中国重点大学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还缺乏世界优秀人才，诺

贝尔奖得主没有。二是教师，世界一流大学有多个世界著名科学大师，

如斯坦福大学教师就有2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6名获普利策奖，20名

获国家科学奖，3名获国家技术奖，5名获总统自由奖；麻省理工学院教

师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8人，美国科学院院士76人，工程科学院院士53

人。中国的重点大学当然也有一批国内一流的学者、专家，但世界公认的

学术权威和知名学者还为数很少。三是科学研究，世界一流大学，不仅

有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且还创造了许多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它是知

识与科技创新的主要基地。“如诺贝尔奖除文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

三大奖因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加之评奖过程受评奖成员自身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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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因而对其获奖者的评价存有

较多争议外，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和医学奖这三大自然科

学奖，其获奖者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都是具有开时代先河意义的重大成

果，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最高级别的科学奖，从1946—1981年，获奖的

科研成果有70%是在世界一流大学取得的。其中，牛津大学10人，加州伯

克利大学12人，哥伦比亚大学9人，康乃尔大学9人，东京大学4人”。[2]我

国重点大学虽也创造出了一些国内很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如北京大学王

选院士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等，但还缺少世界公认的重大科技成

果。再从我国重点大学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来看，我

国重点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也还存在。“如我国目前重点建设的

九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1997—1998

年在世界权威杂志美国的《Science》和英国的《Nature》上共发表论文

4篇，而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则分别发表326、

127、82篇。另据收录在美国费城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建的《科学引文索

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的论文数量，代表我国重点大学

最高水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89—1998年十年间被收录的论文数

量之和（计4 841篇）仅相当于美国的华盛顿大学1998年一年被收录的论

文数（4 658篇）。”[3]

普通高校学科教育，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科教兴国”的战略

方针。对于成人院校教育国家也一样重视。总结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

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经济

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从根本上说，必须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

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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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成人教育的对象。大力发展

成人教育，努力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是我国

政府适应现代化建设，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一条重要方针。我国经济、

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要求我国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是一个

发展中的国家，‘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以及传统学校教育难以适应来

自社会与求学者两个方面的多样化学习要求的现实，决定了发展教育必

须采取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成人教育比之普通教

育，具有成本低，不要更多的来自政府的拨款，学生不要国家分配就业，

办学形式更为灵活多样的特点。可以说，没有成人教育的发展，中国劳

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是难以实现的。”[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人教

育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步走上中国大学的专业讲坛。我国成人教育学科的

发展也逐渐为业内人士关注。

1.1.1　学科建设是科学纵深发展的要求

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学科分类思想后，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开

发，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到技术应用科学，从

独立学科到交叉学科，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

的特性：科学研究在宇观、宏观和微观三大领域内取得重大进展，新技

术、新知识大量涌现，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知识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开

始向多学科综合方面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

透，不断涌现出新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生

产一体化过程不断缩短，科学带动技术、技术推动产业、科技成为生产

力发展的直接动力。现代科学的发展强烈冲击着传统学科体系，各独立

学科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淡化，学科之间各自孤立和封闭的状态已不复存

在。新学科的不断出现、交叉学科的迅速发展已成为20世纪学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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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特征，而21世纪的学科正朝着更加综合、更加分化的方向发展，已成

为一个层次纷繁、纵横交叉、极端复杂的网络。当今科学发展的特征决

定了加速学科建设的紧迫性，学科建设要适应科学纵深发展的要求。

1.1.2 学科建设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要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运

行的课程设置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规定的旧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上

条块分割的旧格局已被打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市场机制在配置教育资源，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将有更深刻的影

响。要求高校深化改革，社会依法办学的新制度的尽快形成，大学跨学

科渗透，资源优化配置科技发展新格局，更加开放，更加灵活，以满足市

场需求的运行机制。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指

出：“根据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趋势及国内经济结构对人才的需求，大

力调整教育结构和布局，并在优化学科和专业结构，更新教材，改革考

试制度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科格局适应社会发展。

1.1.3 学科建设是成人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

198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

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成人教育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

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提出：“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

等教育同等重要。它能够直接有效地提高劳动者和工作人员的素质，从

而可以直接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同时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形成好学上进的社会风气，对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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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健全法制，促进安定团结，成人教育也有着直接的作用。”[5]

成人教育从创办以来对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起到巨大作用，从

最初的扫盲到大学后的继续教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基础。

同时对从业人员实施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对于

从业人员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促使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保持

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人教育作为能够直接有

效地提高劳动者和工作人员的素质，作为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有直接作用。在新的形势、新的机遇面

前，无疑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民群众教育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思想的

传播，社会成员逐步认识到，学校教育只是人生教育中的一部分，不可

能通过一次教育完成终身所需要的知识，因此，个人必须适应社会发展

需要而不断学习，社会也应为社会成员的不同学习需求提供机会。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

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成人教育主要依靠行业、企业、

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这项办学体制的重大改革改

变了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为全民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渠道。

《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

员会成人教育司）、《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为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教育需求，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要加快发展继续教

育，搭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努力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

学的学习型社会。

快速发展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迫切要求成人教育的全面改革，

以满足未来的挑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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