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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中所涉及的人口主要指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这一特殊群体。通过对这一人口群体流动的分析揭
示其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影响。本书以1898年应京师学堂创办作为研究的起点，重点研究以下几个
问题：第一，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的原因；第二，流动的机制；第三教师的流动对近代大学教师构成、
近人大学教育的影响。本书试图打破单纯以时间为线索的线性研究路向，力求以横向分类与纵向线索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大学教师的流动与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这一课题。主要借鉴人口学有关人口
迁移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两个理论预设：预设一：近代
大学教师的自由流动，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大学教师学术上的活力，有
利于产生优势互补效应，有利于开创新的学术领域。预设二：与自由流动不同的是，外在压力下导致
的大学教师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消极作用，特别是战争及政治迫害因素所造成的流动对中国近代
大学教育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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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几页，还不错。有时间接着看
2、该书只是把一个个学者的经历介绍一下，缺乏思想深度。

Page 5



《流动与求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