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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其本质上是政党、政府和有关组织解决教育问题的一种政治行为，
是有关教育的权利和利益的分配规定。
教育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于我国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具有科学意识、民主精神的教育政策决策者、决策参与者和教育政策研究者的培养是教育政策决策科
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高校教育政策学硕士、博士点的建立正是因应了这一需要。
研究生的培养，要有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也需要能够深入浅出地引导初学者登堂入室的高质量教材。
当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高质量教材的缺乏，一本优秀的研究生教材，其于专
业人才培养之功并不亚于一本好的学术专著。
　　《教育政策学入门》正是针对这一需要，以作者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为基础，为教育政策学专业的
研究生编写的入门教材。
它较好地把握了学术性和基础性之间的关系。
上篇“教育政策学的基本理论”部分的梳理非常细致，表述平易，既起到了向读者讲述专业基本概念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作用，又对这一学科的理论发展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这是学科建设中必不
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中篇对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与俄罗斯、英国等主要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及其决策机制分别
进行了介绍，这对于学习和研究各国教育政策的读者和研究者是必须要了解的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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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政策学入门》一书系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育政策学专业博士点“教育政策学”课程
讲稿的基础上，历经四五年的修改与磨砺而成。
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教育政策学的基本理论，其着重从教育政策学的内部机理和多元的视角来全面审视这一学
科的理论机制和内在规律。
第二部分是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政策的介绍，通过对六个有着不同历史传统及政治制度的先进国家在教
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特点与机制的详尽诠释，为我们了解西方国家教育政策的机制打下了基
础。
第三部分则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与
趋势，作了深入的剖析与展望。
本书的完成对于我国新兴的教育政策学科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本书对教育政策研究者而言
也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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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遵民，男，1952年生，上海市人。
日本神户大学学术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
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室主任。
 
    2001年学成归国后，先后被聘为福建省人大终身教育立法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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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的第三种代表性观点是由原东京大学教授宗像诚也提出的。
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教育政策》（1951）及《教育行政学序说》（1954）中，就教育政策的
概念做了如下的表述：“所谓教育政策，是指由权力所支持的教育理念。
在这里所称的教育理念，又是指包括教育的目的和手段、内容及方法在内的全体。
其经常是以某种形式、计划乃至程序来表现。
”“⋯⋯教育政策的实现一般依靠广义的教育行政，但其中又可细分为教育立法和狭义的教育行政。
”①这一观点与我国的广义定义相近，即教育政策应该包括行政决定，又包括立法规定。
宗像诚也对教育政策本质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拨云解雾的作用，而他基于上述分析而对教育政
策所作的分类，也被理论界认为是对前述的汗斯、原龙及吉富的观点的修正和发展，因而更接近于被
学术界所认可的社会科学的概念。
宗像将教育政策归为以下五类：（1）绝对主义的乃至封建专制的教育政策；（2）个人主义的或者是
古典自由主义的教育政策；（3）20世纪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4）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政策；（5）社
会主义的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教育政策。
　　以上，我们就目前世界上早期有关教育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就教育政策概念的构成做了一些简单
的回顾。
至20世纪末，对教育政策的研究又一次掀起了高潮，现在人们关注教育政策是把重心放在了研究怎样
的教育政策才是好的教育政策，以及怎样才能制定出好的教育政策的问题。
换言之，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是以教育政策的概念构成、本质特征及其基本理念为中心展开的；而
至八九十年代则更着重于对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内容及其效果等实践性的课题进行探讨。
然而这正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若没有基础理论的指导，则不可能形成科学及有实效的教育
政策；同样，即使有最好的理念，但若不通过实际的操作制定过程、分析评价过程等使其服务于社会
，那么这种理念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而显示不出其实际的价值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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