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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批由校内作者撰著的教育科学研究的力作，借以从一个侧面显示
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华中师范大学学术研究的风貌。
现在，研究者呕心沥血的成果，终于以“教育科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了。
　　撰著教育理论研究精品，本是我校教育科学研究者的夙愿，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理论研究者的
汗水与智慧的结晶总找不到“婆家”，他们时时陷入困惑与烦恼之中。
这就挫伤了研究者的积极性，有的人干脆“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我们知道，教育是现代社会进步和变革的重要动力。
20世纪将作为人类掌握自身命运的时代被载入史册，2l世纪人类将加强对自身发展的关怀，我国已将
强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列入基本国策，所以，因教育科研成果难于面世而抑制研究者的积极性和首
创精神，对于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教育的未来走向，乃至人类社会未来走向，显然是不利的。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动约请校内研究者拿出精品，慷慨地予以出版，力图把出版工作与学术研究紧
密地联系起来，实在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深远意义的举措。
这固然为出版社找到了基础较好的稿源，更主要的却是为华中师范大学扶植了一批研究教育科学的学
术人才，推动了教育科学研究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社既是出版机构，同时还是学术人才培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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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川归海》包括教育分流的历史发展、教育分流的客观依据、教育分流的模式构建、教育分流
的运行机制等十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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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教育分流的历史发展一、教育分流的概念辨析（一）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工（二）"双轨"分
流与合理分流（三）教育分流与教育合流（校际分流与校内分流）二、教育分流的功能演变（一）由
被动适应向主动适应演变（二）由片面分化向分化与整合并重演变（三）由社会选择向社会与个人选
择兼顾演变三、教育分流的时代特征（一）分流主体的社会性（二）分流体系的开放性（三）分流实
施的计划性（四）分流形式的多样性（五）分流过程的民主性（六）分流指导的全面性（七）分流时
间的后移性第二章教育分流的客观依据一、社会分化：教育分流的外在依据（一）社会分化的双重效
应与理想目标（二）社会分化与教育分流的双向互动（三）社会分化现状及其对教育分流的影响二、
个性发展：教育分流的内在原因（一）发展个性：教育改革的目标追求（二）个性差异：教育分流的
重要依据（三）合理分流：个性发展的有效途径三、分流施教：教育转轨的迫切要求（一）教育转轨
是时代的呼唤（二）教育转轨必须拆掉“应试教育”的“独木桥”（三）教育转轨必须构建合理分流
的“立交桥”第三章教育分流的模式构建一、分流模式的构成因素（一）价值目标体系（二）结构功
能体系（三）操作策略体系（四）调适机制体系二、分流模式的制约因素（一）经济发展与人才需求
（二）教育基础与培养能力（三）政府认识与政策导向（四）文化传统与国民意向三、分流模式的构
建原则（一）满足需求原则（二）促进发展原则（三）整体优化原则（四）统筹兼顾原则第四章教育
分流的运行机制一、宏观调控机制（一）宏观调控的模式选择（二）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三）宏观
调控的基本手段二、中观自主适应机制（一）自主办学机制（二）自我发展机制（三）自我调控机制
（四）自主选择机制三、微观流向指导机制（一）流向指导的概念与意义（二）国外流向指导的理论
与方法（三）我国流向指导的基本思路与原则第五章国外教育分流的类型及启示一、特殊教育与一般
教育的分流（一）背景因素分析（二）分流的特点（三）启示：对特殊儿童的分流施教应受到重视二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流（一）分流时机的把握（二）分流比例的确定（三）启示：解决好出路
是关键三、普通教育内部的分流（一）内分流的基本类型（二）内分流的形成原因（三）对我国限制
择校的思考四、高等教育内部的分流（一）横向分流：名牌大学与一般大学（二）纵向分流：自愿转
换与考试淘汰（三）改进我国纵向分流的建议第六章国外若干中等教育分流模式述评一、校内分流模
式（一）按质分流模式（二）按轨分流模式（三）实施因材施教，完善校内分流二、校际分流模式（
一）英国校际分流模式（二）德国校际分流模式（三）法国校际分流模式（四）日本校标分流模式（
五）办好职教学校，改进校际分流三、社会分流模式（一）美国的合作教育（二）日本的产学合作（
三）德国的双重培训（四）英国的继续教育（五）加强校企合作，推动社会分流第七章国民教育分流
意向调查一、调查的目的与方法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一）学生组（二）家长组（三）社会人士
组三、调查的主要结果（一）在校初中生的教育分流意向（二）学生家长的教育分流意向（三）社会
各界人士的教育分流意向（四）不同人群的教育分流意向比较（五）几点启示第八章国民教育分流意
向差异分析第九章初中后教育分流的定量分析第十章教育分流的现状分析第十一章促进合理分流的若
干思考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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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观自主适应机制　　教育分流的中观自主适应机制，是指以教育的各个子系统和各级各类
学校为主体，通过系统和学校自身内在的激励与约束力量调节和控制分流活动，使之能更好地适应不
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对人才的需求。
　　建立教育分流的中观自主适应机制，有赖于社会变革，如发展生产、更新观念、调整产业结构、
改革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育的社会氛围，使教育分流活动有一个良
好的外部环境，并能从环境中获得分流培养人才所需的足够的物质资源与信息资源，以维持其正常运
行。
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教育系统的内部变革，使各级各类学校在人才分流培养活动中，获得充分的自主
权力、发展动力与调适能力。
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与社会整体的改革是相互制约，彼此促进的。
我国过去注重单一的计划经济，强调统一管理，教育系统缺乏自主权力，教育分流一般都是按指令性
计划进行，很难具有生机。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传统封闭的自然经济模式与单一僵化的产品经济模式，
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正在逐步建立，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的迫切需求，改革教育系统，使之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逐步形成教育分流的自主适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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