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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中,由于其特殊的培养对象及培养 目标,需要坚持人本化的教学管理 ,并 由此形 成高校教学

管理体 系。

注释

[l]一般认为,古 典管理理论产生于 19世纪本⒛ 世纪初,它标志着管理科学由经验转向科学,是现代管理

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它由[美 l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 ]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德 ]韦 伯的行政组织

理论三个流派构成。

[2]所 谓行为科学是指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 人的行为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进

行分析的科学。在管理理论上,以 覆桑实验为代表的称为人际关系学派,1949年后便正式称为行为科学。

[3]陈绅庚、张雨新编著《人格心理学》,辽 宁人民出版社 1g87年版,⒛2页。

【4]高等教育通常被定义为
“
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上的各种专业教育

”
(《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Ⅱ 关于

高等教育起于何时,我们认为古代的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可以称为高等教育的萌芽或雏型,而近现代以来的高

等教育便可视为具有完整意义的高等教育。

[51参 见陈孝彬主编《教育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版,夕 3一刀5页。

(刘 家访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四川成都 6100“ )

·简讯·

《审美与生存——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现代意义》出版

《审美与生存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现代意义》一书已于今年 3月 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是作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最终学术成果,主编皮朝纲教授,副 主编钟仕伦教授、李天道教授。

中国传统美学何以自立于世界美学之林?世纪之交,传统美学怎样进入现代化?旧 有的观念、范畴与体系

如何实现向当代美学的转型?正是由于对这些迫切问题的关注,《审美与生存》一书的作者们全心致力于发掘中

国传统美学中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生意蕴,以 独特新颖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重新审视,力 图把其中合理

的、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融人现代美学体系的结构之中。

《审美与生存》一书明确提出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并 以传统美学的人生葸蕴为核心,廾对此进行

了深入详细的论证。作者指出,中 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观念的确立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崽 义、入生价

值、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的,旨 在说明人应当有怎样的精神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从而

使生活有价值、有意义。

该书一至四编中,作者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境界追求、人生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建

构、人生体验流程进行探讨和阚述,由 此细致而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葸蕴,准确地揭示出了由这些

范畴所形成的人生美学思想体系。该书第五、六编则可视为对这一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建构。仵者从人生审

美化和艺术生命化的向度Q概括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美论和艺术美论的独特品格,展示出作者对中国传统荚

学全貌的新的理解和认识。该书出版以来,已得到美学界的普遍好评。(春 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