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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华
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撰写，自200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反映前一年
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状况。
宗旨是通过“报告”的撰写，及时总结、反思教育学科的发展，形成和强化研究者学科发展的自我意
识，并以年度报告的形式留下21世纪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轨迹，表达我们对学科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二、“报告”以教育学的主要交叉与分支学科为单位撰写。
2003年入选的学科有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德育原理、课程论、教学论
、教育管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共11门。
其中，“教育经济学”是本期新增的学科，“德育原理”去年缺失，今年补上。
本“报告”选择的学科相对集中在教育学科群的“基本”和“传统”范围内。
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是考虑到基础性与发展性的关系，二是受编委舍成员学术背景的限制，三是与书
的篇幅不能太长相关。
同时，我们也不想把“报告”写成“百科全书”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后选择学科时不再作变动。
目前这一选择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都是明显的。
对我们来说，发展与完善将在长期的过程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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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艰难的行进——学科发展意识的觉醒与迷乱（一）教育学科群的内结构转型问题（二）教育学
科的实践转向问题（三）教育学科的方法论意识问题（四）其他教育学原理一、概述二、进展（一）
对“教育”本身的研究（二）教育理论元研究（三）教育中的“人”之研究三、展望教育哲学一、概
述二、进展（一）关怀生命（二）认识教育（三）追寻价值（四）认识论、知识观与教育（五）人文
与科学的反思及其观照下的教育（六）学科发展三、展望教育社会学一、概述二、进展（一）学科发
展（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凸显（三）教育公平研究（四）教育与社会分层（五）教育自身社会
系统的微观研究（六）个体社会化研究（七）大学生文化的时代解析（八）网络时代：教育必须直面
的挑战（九）诸多关注：社会转型期的教育问题三、展望教育经济学一、概述二、进展（一）学科研
究：从被动到主动（二）教育产业化研究：从抽象到具体（三）教育投资研究：从一元到多元（四）
教育资源配置研究：从优化到兼顾（五）教育经济效率与效益研究：从滞后到超前（六）教育供给与
需求研究：从粗放到高效三、展望德育原理一、概述二、进展（一）概念研究稳中求进（二）从“德
育的可能性”到“德育的理性化”（三）德育理念的更新与变革（四）全球化语境中德育的出路（五
）道德教育领域中的心理学研究（六）德育课程（七）间接德育三、展望课程论一、概述二、进展（
一）课程观的转变（二）课程与教师（三）研究性学习（四）教材与教科书（五）课程改革与课程实
施三、展望教学论一、概述二、进展（一）教学研究开始聚焦课堂、立足“校本”（二）教学过程本
质研究深入到“关系”之中（三）教学设计研究走向系统（四）教学模式与策略研究成为热点（五）
课堂教学评价研究出现新进展（六）教学论理论基础的转向与学科建设的反思三、展望教育管理学一
、概述二、进展（一）学校危机管理——灾难中生长的智慧（二）现代化教育管理理念探究——规范
与创新的融（三）校长负责制的重建与再造——由外控管理走向自主管理（四）校本管理——现代学
校制度的构建基础（五）课程管理——学校教学管理的关注要素（六）教师管理——以“心”为本的
管理理念（七）反思与前瞻一中国高等教育、职业与成人教育管理的研究成果及问题三、展望中国教
育史一、概述二、进展（一）教育人物和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化和多样化（二）教育演变研究的细致化
与新动向（三）专题史研究走向繁荣和具体（四）教育史研究方法及史学理论的开拓与反思三、展望
外国教育史一、概述二、进展（一）外国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新突破（二）外国女子教育史研究的有益
尝试（三）外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重新解读（四）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继续受到关注（五）高等教育史研
究方兴未艾（六）杜威教育思想仍是研究热点三、展望比较教育一、概述二、进展（一）理论研究呈
现新态势（二）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成为热点（三）社区教育研究成果丰硕（四）教育全球化研究日趋
升温（五）双语教育研究倍受关注（六）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向纵深发展三、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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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3年我国教育界关于课程问题的探讨出现两个较大变化：一是结合具体学科领域的探讨，在数
量上迅速增加，构成本年课程研究文献的大部分；二是一般性的课程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总体数量
有所减少，但在关涉的课题上，开始从较为表面化的对某种观念或组织形式的倡导、阐释或辩解转向
对课程问题内部关系的探讨，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教育中“人的要素”（其中又以对“教师”的关注
为突出）的重视。
这两个变化似乎预示着一个相同的方向，那就是无论是课程研究向课程实践延伸，还是课程理论研究
的纵深维度，我国的课程研究都开始走向深化。
限于篇幅和本文的性质，具体学科领域的课程研究论文将不在回顾和概括之列。
　　一、概述　　2003年我国课程研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是对教师这一“人的要素”的重视，出
现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讨论新的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状态、课
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等。
这似乎标志着，随着课程改革实践和课程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课程问题的关注开始由较为笼统
的一般化解释和宣扬转向对课程内部关系的探讨。
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我国课程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开端。
　　倡导观念的革新仍然是2003年课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2002年的相关探讨稍见不同的是，尽管仍有不少学者借用某种既存的理论视角（如后现代主义、批
判主义等）批判我国以往或当前的课程观并指明转换的方向，但开始有学者抛弃这种较为肤浅的“划
清界限”式的论述，转而在某种新的视角之下，构建相对更为深刻的课程性质判断。
　　新的课程组织形式（如“综合实践活动”或其中之“研究性学习”）仍然是许多学者探讨的重点
。
与2002年相关的论述不同的是，有学者开始借用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些新课程组织
形式的性质，尤其是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学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期望的成果）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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