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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教育有长足进步，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成人教育方兴未艾，可以
说，我国学习化时代已经来临！
为规范教育发展，从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到2006年颁布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我国先后颁布了多部教育法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标志着我国教育法制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今后的若干年内，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的修订及新的教育法律法规的颁行将是我国教育法制工作的重
点。
　　随着我国教育法制工作的展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教育学界和法学界开始关注教育法
律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为我国教育法制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就教育法律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我国教育法律研究主要
是对制定的教育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和说明，这些研究对教育法律的宣传和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教育法律研究不仅重视教育法律实践研究，也非常重视教育法律理论
建设，对教育法律的渊源、基础、依据、趋势等进行分析，一批有分量的教育法律著作问世，为我国
教育法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我们深信，以修订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为契机，我国教育法律理论和实践必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为适应教育法制建设和教育法律教育的需要，我们撰写了《教育法学》一书。
本书是2002年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选题的成果，也是我们对教育法学研究的
新的总结。
我在1998年主编了《教育法学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在2002年又重新主编《教育
法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次出版的《教育法学》是我们在2002年出版的《教育法学》基础上撰写的一本新教材。
　　全书分四篇共十七章。
第一章到第三章为“原理篇”，第一章主要讨论教育法学的对象、性质、发展和建设等问题，第二章
主要讨论教育法的含义和教育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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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法学是教育学科类专业和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必修课程之一，是各级各类教育行政干部、学校
管理人员和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
本书以教育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以近年来国内外教育法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教育法学的
基本原理、教育法律主体、教育法律过程和教育法律实践。
本书可以作为教育学科类专业和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同时可以作为各级各类教
育管理人员和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法学>>

书籍目录

前言原理篇第一章 教育法学概论内容提要引言第一节 教育法学的概念第二节 教育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教育法学的性质第四节 学习教育法学的意义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第二章 教育法的概念内容提
要引言第一节 教育法的含义第二节 教育法的地位、功能和作用第三节 教育法的渊源本章小结本章思
考题案例 校长办学不力被免职县长竞然兼校长抓成绩第三章 教育法的价值内容提要引言第一节 教育
法价值的含义第二节 教育法的社会价值第三节 教育法的个体价值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案例 为了教育
的和谐——章贡区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主体篇第四章 教育行政机关内容提要引言第一节 教育行政
机关概述第二节 教育行政机关的地位第三节 教育行政机关的职权第四节 教育行政机关的责任第五节 
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的法律关系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案例 强弱校合并免择校费竞遭家长抵制第五章 
学校内容提要引言第一节 学校的法律地位概述第二节 学校的权利第三节 学校的义务第四节 学校内部
管理体制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案例一 学校是否有罚款权案例二 学生因操场不合格而受伤，学校要赔
偿案例三 学生着装与发型第六章 教师内容提要引言第一节 教师的界定第二节 教师的法律地位第三节 
教师的权利第四节 教师的义务第五节 国家教师制度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案例一 校长的专断侵害了教
师的民主管理权案例二 教师体罚学生致伤案例三 教师工伤处理为何这样难第七章 学生内容提要引言
第一节 学生的法律地位第二节 学生的权利第三节 学生的义务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案例一 考试作弊遭
开除——某省首例大学生申诉听证会案例二 教师私拆信件导致女生自杀过程篇第八章 教育立法内容
提要引言第一节 教育立法概述第二节 教育立法的原则第三节 教育立法主体第四节 教育立法程序本章
小结本章思考题案例 某市5所民办中学关门——民办教育亟待立法保障第九章 教育法实施内容提要引
言第一节 教育法实施概述第二节 教育法执行第三节 教育法适用第四节 教育法效力第五节 教育法遵
守-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案例一 这样的“劝退”合法吗？
案例二 设立“重点班”有违新《义务教育法》第十章 教育法律救济内容提要引言第一节 教育法律救
济概述第二节 教育申诉制度第三节 教育行政复议第四节 教育行政诉讼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案例一 体
育教师行政申诉案例二 学生家长申诉教师教育不当第十一章 教育法律监督内容提要引言第一节 教育
法律监督的意义第二节 国家机关的教育法律监督第三节 社会力量的教育法律监督本章小结本章思考
题案例今年高招全程公示实戏篇第十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解读内容提要第十三章 《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解读第十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解读第十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教育法》解读第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解读第十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解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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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法学概论　　第一节　教育法学的概念　　一、教育法学的含义　　20世纪80年代
末以来，教育法学逐步成为我国教育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虽然教育法学还没有被认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学乊　基本特点：相有相对
独立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研究范式和学科边界；有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建立了独立的专业研究
组织，如全国教育法律与政策专业委员会；许多大学在其教育学科或管理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专业
中专门设置教育法学培养专业或研究方向；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中有一批专门从事教育法律实
践的人员；从2002年开始，教育科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劳凯声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每
年有大量的硕士、博士论文以教育法律问题作为选题；在教育立法方面，教育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这些表明，教育法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客观事实，而不是虚拟想象。
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教育法学是什么。
　　(一)教育法学定义研究述评　　关于教育法学是什么，国内学者有不少研究，以下我们根据所掌
握的资料，列举一些学者对教育法学的定义并进行分析。
　　1．新兴独立学科说。
有学者认为：“教育法学是以理论法学为指导，运用法学共用的方法，吸收邻近法律学科、一般法学
以及其他特别法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教育法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
”④这一界定指明了教育法学的法学基础和来源，但教育法学本身是什么、对象是谁、学科性质是什
么，这些在该界定中反映得不够，主要原因：一是定义过宽，如“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
学科”，但新兴学科太多了。
“新兴”的词义本身也反映不了“教育法学”的特殊性，另外，在“属”学科的选择上不应是最高层
次的“学科”概念，而是“学科”的下位概念“法学”，“学科”概念十分宽泛。
二是定义项本身是不明确的，也即所选择的种差“以理论法学为指导，运用法学共用的方法，吸收邻
近法律学科、一般学科以及其他特别法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教育法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具体，不
足以说明教育法学的性质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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