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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怀着兴奋、不安与期盼的心情，把这套《教育社会学》丛书奉献给新世纪的读者。
     我们确实很兴奋！
     我们的兴奋不为别的，就为我们自己多少也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一点努力。
     如同我国许多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我国的教育社会学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我国的教育社会学起步并不算太晚。
早在1922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先生就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论述教育与社会之
关系的著作《社会与教育》；在其后至1949年的27年间，诸多学者或翻译、或著述、或开课，都为创
建教育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战火频仍、国破民乱的社会状况虽可催发出一些揭露与呐喊的优秀文学作品，也能刺激某些人文学
科的发展，却难以在总体上为社会学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因此，这一时期的我国教育社会学既未能像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初创时期那样，完成在制度上确立独立
学科地位的全部过程，也未能对教育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与我国教育中的诸多社会学问题进行
实实在在的研究。
至于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大陆的教育社会学不仅未能得到发展，甚至
连生存权利也被彻底剥夺，教学与研究完全中断——整整30年呵。
要知道，这30年可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群雄四起、迅速发展的30年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们便不得不进行教育社会学发展史上迄今闻所未闻的所谓“学科重建
”。
由于专业人员的匮乏、研究经费的短缺以及学术精神的萎缩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常常感到这一
学科重建工作的举步维艰⋯⋯     中国大陆的教育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
的。
尽管这一重建工作存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我们的研究队伍、尤其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中青年研究队
伍毕竟在逐渐壮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毕竟在逐渐扩展，我们的研究水平也毕竟在逐渐提高。
中国大陆的教育社会学终于从初始时的以学科概论性研究为主、分支领域性研究为辅的状况，逐步转
变为后来的以学科概论性研究与分支领域性研究并重的局面；直到发展为现今的以分支领域性研究为
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格局。
中国大陆的教育社会学学者中终于有一批人能对教育社会学的特定分支领域进行专门的、较为深入的
系列化研究，并撰写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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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云杉，1968年出生于四川绵阳。
1990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
199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获教育
学博士学位。
199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1999年夏天赴台台湾大学访学。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

  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在教师社会学、课程社会学、课堂教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知识社会学、教育学研究方法等论域（领域
）有所用心。
先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8篇，并有数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传载。
在《课堂教学社会学》、《课程社会学》等专著中撰写有关章节近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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