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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管理学在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管理系或教育系教育管理专业已开设多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学科一直按照一种“两元式”的框架体系构建，即将这一学科分为教育行
政学和学校管理学两门课程，前者着重介绍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现象和活动，后者着重介绍学校的管
理现象和活动。
然而近年来，这一分类方法遭到了国内部分研究者的质疑和新形势的挑战。
许多在高等师范院校讲授相关课程的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深感原有的两元式课程分类的不足：
一是讲授内容重复。
很多的内容，如教育管理的原理、教育管理的体制、教育人员管理、教育经费管理等，同时被纳入教
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甚至学校管理心理学的讲授范围，学生反映课程内容重复，没有新意。
二是课程界限划分机械。
在教育管理领域，很多管理现象和活动原本是很难以学校为界一分为二的。
例如，很多教育管理原理对教育行政工作有指导作用，对学校管理工作也有指导意义；教育的政策、
法律在制约和规范教育行政工作的同时，必然也制约着学校管理行为；教学管理等诸多管理实务工作
，既受制于国家宏观政策、规定，也仰赖于学校操作层面的创造性劳动；国家和学校对教育者和被教
育者的要求和管理，也总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决不可能各自为政。
凡此种种，均不宜机械划分。
若两相结合讲授，则更合乎逻辑。
再则，为改变以往高校专业划分过细，人才适应面过窄的缺陷，国家教育部于1998年正式颁布了新的
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
在新的目录中，原有的教育管理专业被归并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之下，并隶属于管理学门类。
根据新的专业设置要求，教育类的课程今后将适当削减，普通管理类的课程将有所增加。
在一些师范院校的新版课程计划中，已不再分设教育行政学和学校管理学课程，而是只开一门教育管
理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有的教育管理学“两元式”框架面临了实践需求的挑战，构建一元式体系的教育
管理学教材已势在必行。
有鉴于此，我们一些在高等师范院校承担教育管理学教学任务的教师，便设想编写一本能适应新形势
需要的、一元式框架体系的教育管理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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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两元合一的思想，本书共分六篇十六章，大体按照教育管理原理、教育管理体制和机构、教
育政策和法律、教育人员和教育对象管理、教育实务管理等内容循序编排。
各篇、章内部也将宏观行政与微观管理内容一并串联论述，不再强作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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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管理学的未来发展进入2l世纪，教育管理学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虽然我们对此很难作出精确的预测，但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来看，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以提出来供
参考：第一，国际研究与本土研究并重。
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本源自于个体的和局部的经验。
历史上的教育管理思想很少具有跨区域推广的价值。
然而，今天的教育管理学研究正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这种国际化至少可以从研究问题的相似
性这一点上反映出来。
例如，翻开不同国家的教育管理学著作，你都可以看到研究者在讨论相似的问题，如管理体制问题、
学校效能问题、校长领导问题、教师的动机和职业发展问题、依法治教问题、校同文化问题等。
此外，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引证的理论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比如管理原则、行为科学理论、系统
论、人际关系说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公共教育制度在各国普遍建立，不同地区的学校教育形式越来越接
近，自然面临的管理问题也越来越相仿。
其次一个原因是现代工商管理思想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和推广，这为解决教育管理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
另一方面，在研究呈现国际化倾向的同时，教育管理本土研究的传统也未丢失，因为教育管理学归根
结底是一门应用型学科，而应用就离不开对局部的区域性条件的探索。
如果说理论是普遍性的，那么其实践条件和由此得出的实施结论就完全可能是区域性的。
例如，教育管理体制问题各国都在探讨，分析时也必然会涉及集权与分权关系等理论问题，然而将这
一问题用于实践所得出的结论，却不可避免地会带上鲜明的本土色彩。
如我国的校长负责制的内涵，对其他国家就不一定适用。
这种国际研究和本土研究并重的特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份教育报告，如《学会生存一世界教
育的今天和明天》、《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的使命一面向21世纪的教
育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这些报告蕴含了丰富的教育管理思想。
毫无疑问，今后的教育管理学将继续体现这种国际研究与本土研究并重的特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其实也是一门学科日益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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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教育管理学》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编教育管理学》编辑推荐：育管理学在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管理系或教育系教育管理专业已开
设多年。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深感原有的两元式课程分类的不足：一是讲授内容重复。
二是课程界限划分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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