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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步入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学习化社会”、“城
市化”、“后现代”等一连串字眼，已经成为新世纪词典中的重要词汇。
它们所预示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一些外在变化，更意味着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深刻的内在变革。
处于社会变革宏大场景中的教育，与时俱进，与时同变。
　　每个年度对教育所展开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有新的课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每个年度都会对先
前一些课题的已有研究有所推进。
教育研究的历程，也正是在这样年复一年的进展中向前发展着；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也正是借助于
这样年复一年的研究向前提升着。
努力汇总中国教育研究每个年度的一些热点课题，努力展示中国教育研究每个年度的发展状况，努力
辨察中国教育研究每个年度后续研究的态势，回溯过去，梳理现状，铺垫未来，这就是《中国教育研
究新进展》（以下简称《进展》）的旨趣。
　　纂辑《进展》的想法由来已久。
在1995年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教育学学科调查”中，我们承担了“教育基本理论”学
科的调查任务，调查结果最后体现在《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1978一1995）》（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中。
当时，就曾设想将这样的学科调查经常化、系统化，每个年度进行一次，每次以年度进展报告的形式
反映出来。
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想法当时并未践行。
在步入新世纪之前，这一想法在实施上有了时间上的依据，遂以2000年为开端，逐年积累相关的研究
素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各年度的资料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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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2007》中各个课题的素材是来自过去一年中已有的研究成果，因而每个年
度所汇总的课题不尽相同。
有些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几年中一直成为关注的研究对象；而有些几乎是“年度课题”，这一年度关
注者较多，而下年度则问津者甚少。
对前者，会在不同年度得以持续反映；而对后者，只能在出现较频繁的年度加以集锦，以后也许会成
为“历史的陈迹”。
另外，由于《进展》的立意是各个课题在横向上，介绍存在的不同观点及其所持的依据，辨析观点与
观点之间的差异；在纵向上，探寻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尽量理清脉络，悉心把握源流，因而，有些课
题可能会涉及前些年度尤其是前一年度的研究成果，会引用一些密切相关的但又非该年度的研究论著
。
　　努力客观叙述，审慎评说，这是《进展》纂辑过程中秉承的一个准则。
按照我们的理解，年度进展应该反映的是研究者们过去一年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做的或主要能
做的是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定的梳理，让读者明了过去一年里教育研究主要做了些什么，在哪些方
面取得了进展。
虽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也会掺杂一些我们的见解，如我们对课题的选择、对各个课题逻辑框架的安排
和对一些研究的评说。
但是，与叙述研究者们已有的成果相比而言，我们的评说是居于极次要的地位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是内隐的而不是外显的。
　　努力博采众长，合理取材，这是《进展》纂辑过程中的另一个准则。
研究者们在各个年度内关注的课题会有所不同；在同一个课题上，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有不同的识见
。
我们力求做到不以人定题，不以人选题，从论、著的质量出发，从课题被关注的程度出发，努力客观
地确定入选课题以及与课题相关的研究论、著。
因而，在《进展》中，您既可以看到一些知名研究者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到一些名尚未
见“经传”的研究者富有睿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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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教育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教育政策的理论问题　　有关教育政策的理论问题
，2007年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对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政策价值、教育政策执行等老话题的继续关
注，也有对教育政策伦理、教育政策结构、教育政策制定等新问题的探索。
　　1．教育政策研究概述　　（1）教育政策研究的界说　　在比较政策研究与政策分析的基础上，
有论者认为，教育政策研究涉及整个教育政策活动过程，既包括关于教育政策系统和政策问题的一般
理论研究，又包括关于具体教育政策决策、实施与评价的应用性研究。
[肖恩忠，2007（8）]也有论者认为，教育政策研究是对人们获取知识、技能相关的政策问题和政策法
规及其制定、执行、演变的。
原因、实质和过程的研究。
[涂端午等，2007（1）　　从研究形态来说，教育政策研究具有三种类型，它们具有不同的研究主题
和任务，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征和发展方向，以及拥有相对独立的研究群体，具体如下：　　①对备
选方案进行分析的教育政策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指那些直接服务于政策决策者、为公共决策提供政策建议的研究。
主要任务是对被认为可能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各种备选政策行动方案进行分析、对比、排序，并最终
给出被认为最优的解决方案。
　　②指向教育政策及其过程本身的研究。
这类研究把政策及其过程本身看作是经济发展水平、利益集团博弈、政治制度、文化特征等要素的自
变量。
其研究者多来自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他们用各自学科发展出来的特
定分析问题的视角和工具来解释和分析政策现象。
　　③致力于提出政策备选方案的教育政策研究。
这类研究致力于提供具体的教育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指向或政策意义，体现出明确的
“为政策”的特点。
[卢乃桂等，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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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2007》是一本资料书，是着眼于“工具”的角度来考虑书的篇章结构的我
俩期望通过《进展》理论工作者能够明了自身研究的一定的基础与价值实践工作者能够知晓教育研究
的一定的概况使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定位清一些、韬略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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