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4148834

10位ISBN编号：7504148830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教育科学出版社

作者：胡卫,唐晓杰

页数：268

字数：2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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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

前言

　　本研究力求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紧紧围绕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在国际比较和历
史比较的视野中探究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现代化的内涵研究，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框架、结构、标准的研究，教育
现代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总体进程研究（2000-2007），中国教育现代化区域进程研究
（2000-2007）。
　　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对研究的框架形成共识，概括提炼与筛选指标及指标内容，课题组先后召开
研讨会、咨询会、论证会10余次，广泛听取各方专家学者以及教育行政官员和一线教育工作者意见和
建议，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经过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最终确定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并在掌握大量数据和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验算、修正，形成了具有科学、权威数据支撑的研究
报告，开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数据库”。
　　本研究报告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 简要回顾了教育现代化的背景，分析和探讨了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流派、现代化
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我国教育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内容等理论性问题；界定了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提
出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总体要求；阐明了本课题的研究方法论。
　　第二章 概述了国际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趋势，重点比较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EC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或国家先后制定的评价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分类标准和指
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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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明晰教育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通用的CIPP(背景—投入—过程—产出)模式确定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框架、指标体系
和2020年标准，并根据指标的敏感性、重要性、国际通用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等选定了衡量我国总
体及区域教育现代化进程与水平的核心指标，评估了2000年以来我国总体以及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程度，检视了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提出了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基本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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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促进全体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落实区县对义务教育的
政府责任；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方面，到2008年，全市小学和初中办学条件主要项目都要达到新的标
准，推进信息化建设。
采取多种措施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在收费和划拨经费等方面做到与本市学生一
视同仁；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办好一批市级示范幼儿园，加强对0-3岁早期教育的研究和开发。
充分发挥示范高中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程，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小班教学实验，加强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渗
透与整合，促进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3.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加强中高级技能人才培养　　加快职业学校结构布局调整步伐
，重点建设一批规模大、条件好、质量高、有特色的职业学校；到2010年，将职业学校调整到100所左
右。
支持学校与企业联合，用3年左右时间建设50个高水平的实训实习基地。
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4.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高首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和贡献力　　统筹协调首都高等教
育发展规模、层次、结构、类型，合理调整高校布局和专业结构，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
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增加教学投入，改善教学条件，重点建设一批骨干专业、精
品课程和精品教材，积极探索多种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适应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文科学研究。
围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实际需要，重点建设10个左右的学科群、50个左右的重点学科、一批特
色学科、一批科技创新基地和大学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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