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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人们一度对教育学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但教育学科的不断分化和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各国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教育改革与发展如火如荼，教育理论研究日益繁荣，相关著述大量出版
和发表。
教育研究的繁荣和教育学科的分化，既是教育实践推动的结果，又是推动教育实践的原因。
实践呼唤理论发展，实践推动理论发展。
教育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在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的互动中，教育理论研
究不断分化，产生了很多新的分支学科，在教育学的每个分支学科中，都有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
这些优秀成果是各个分支学科的代表性著作，代表着世界范围内教育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深度和理论高
度，是后人传播和生产教育知识时不能绕过去的知识界碑，是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吸收和借鉴的理论
营养，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系统引进翻译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科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利
于我们整体把握世界范围内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有利于我们全面吸收世界范围内教育理论研究
的最新、最优秀的成果，有利于提高我国本土教育研究的理论水平，有利于完善我国高校教育学科的
课程体系，有利于提升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水准。
把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译介进来，为我所用，是我们组织翻译这套《教育学经典
译丛》的基本宗旨。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的教育理论著作不断被译介到我国，拓展了国人的教育理论视
野，促进了教育思想与观念的传播与交流。
进入21世纪，译介西方教育理论著作更呈加速之势，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回顾20多年译介西方教育理论著作的历程，有得有失，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现在到了以平和、冷静的心态进行深度总结的时候了。
目前引进的国外教育理论著作，最大的不足是没能对世界范围内教育分支学科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
的介绍。
虽然不少译丛都强调译介的“系统性”，但是，有的译丛失之于少，作品量小，不足以构成一个相对
完整的分支学科体系；有的译丛失之于杂，作品量较大，但缺乏学科体系建构方面的高端设计；有的
译丛侧重于某一个分支学科；有的译丛偏重于教材的系统介绍，而对非教材类的代表性著作关注不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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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使用简洁的语言，综合地论述了适用于学校管理各个方面的法律原则，深入探讨了与学校师生关
系紧密的问题，诸如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学生分类、入学、教师的宪法权利以及教师的雇佣等，可以
帮助教师及管理者解决教育教学及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及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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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美国，理论上公立教育是由州来控制，但实际上公立教育的绝大部分事务都是由地方管理的。
除了夏威夷州之外，全美所有的州都在设立州教育机构的同时又增设了地方教育委员会，并将对学校
的特定行政管理权委托给了该委员会。
从全国范围来看，全美大约有14 900个地方学区，各个学区的学生人数从几个人到数十万人不等。
有一些州，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小型学区的州，都设有中级行政管理机构或区域性行政管理机构，这
些管理机构主要为个别的地方学区制定规范和提供服务。
就如同将教育行政管理权委托给其他州立机构一样，在不同的州之间，将教育行政管理权委托给地方
教育委员会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有的州，地方控制教育的传统根深蒂固（如科罗拉多州），因此州政府给予地方教育委员会极大的
权力，以使其可以制定决策、管理学校。
而有的州则倾向于集中管理教育（如佛罗里达州），因此地方教育委员会必须在详细的立法指导框架
下履行其职能。
州议会对教育保有法定的权力，因此它可以通过立法来约束地方教育委员会，以防其滥用权力。
学区内的公民通常有权推选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成员。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依据美国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有资格的选举人
都有机会参与地方教育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每一张可使用的选票都应该具有相等的分量。
如果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是从按照地理区域划分的学区中推选出来的，那么，为了保护社区内公民
的投票权，就必须依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建立学区。
如果“普遍”选举弱化了少数种族公民的投票权，就违反了《联邦选举权法案》（Federal VotingRights
Act）。
不过，1996年，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依据种族来重新划分学区的计划。
因此，以种族为依据重新划分学区以确保为地方教育委员会指定席位投票的大多数投票人是具有某种
肤色的公民的做法，很可能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
州法律可以明确规定被选举人的资格、选举的方法以及地方教育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条件。
相对于学校雇员，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成员被认为是具有自主权的教育公务员，而学校雇员则通常被认
为是执行指令的受雇者。
作为公务员，必须负有一定的义务：公务员不能同时兼任两个具有隶属关系的官方职位；也不能从其
任职机构缔结的合同中谋取利益；在一些州，公务员还不能占据一个以上的付薪职位。
一般来说，要免去公务员的职务就必须遵照制定法所规定的程序来进行操作。
通常，公务员被免职的典型原因包括：疏于履行义务、非法履行义务、违反善意原则、疏忽及能力不
足。
地方教育委员会必须集体决策；其成员个体不能以委员会的名义来制定政策或实施政府行动。
在选择工作的操作程序时，地方教育委员会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 power）。
但是，程序一旦确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就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严格地遵守这些程序。
尽管法院很少干涉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决策，也不会就该决策是否理智作出判断，但如果地方教育委员
会的行为是任意的、反复无常的或其行为超越其法定职权（如从事越权管理行为），法院就会确认地
方教育委员会的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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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本经典著作，《教育法学》的魅力显而易见。
与某些组织松散的著作相比，本书应属另类，大量的判例和法庭阐释通过恰如其分的章节分割，有组
织地散布在全书的各个位置，以最具说服力的方式一一呈现，令人在惊讶于它的专业严肃性的同时，
为它的逻辑之美而感叹。
必须承认，阅读这样的书，无异于迈上了一条看似笔直却暗藏玄机的林荫道，穿行于忽明忽暗的历史
片段，遭遇或隐晦或尖锐的法律冲突，法庭经典评议的反复洗礼使人常常感觉置身其中，恍然间犹如
穿梭于时空之中。
比如，在说明学校言论保护的原则时，最高法院评论道：就学校的功能而言，学校相当于“一个思想
的自由市场”；“如果我们不想将自由思想扼杀在摇篮里，不想大打折扣地将一些重要原则教授给年
轻人，不想使他们误解我们政府的重要原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话”，我们在学校里就必须“小心谨慎
地保护”第一修正案，促进“思想的健康交流”。
此类的评论看似平实，但在言间字外，意蕴深远，对理想和信念的坚持溢于言表，时至今日，对学校
管理者而言，它仍不失为一条基本的学生管理原则。
坦白地说，在选择翻译本书时，我们是抱有一种天真的热情和对理想的冲动，单纯地想把这本经典著
作介绍给众多的专业研究者和学校管理者。
但是，翻译的过程却极为痛苦，大大超乎原来的预计。
作为法学专业书籍，在本书中，大量从句套从句的长句子贯穿全文，原本深富逻辑之美的行文在翻译
时，对于我们而言却无异于遭受一场灾难。
如何纯熟地运用汉语来再现这一经典著作，将行文中与众不同的观点、发人深思的见解以及富有技巧
的评述一一再现，着实让我们这些译者伤透了脑筋。
为准确体现作者的语气和行文风格，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我们灵活使用了不少插入语，以使全文
更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为翻译本书竭尽心力，尽管仍然存在各种瑕疵和不足，但我们坚信，本书的
专业严肃性和行文风格得到了保证。
本书的翻译是众人合作的结果：第1章至第7章的正文及注释由茅锐翻译；第8章的正文由王晓玲、茅锐
翻译；第9章至第14章的正文、第8章至第13章的注释、前言、术语表、最高法院判例选及索引由江雪
梅翻译；褚宏启、张冉审校全书。
感谢众多为本书的翻译及出版付出艰辛努力的人们，感谢每一位阅读本书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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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学:教师与学生的权利(第5版)》：教育学经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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