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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于1999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为社会学系研究生开设“教育社会学”这门课程，当时是作为一门应
用社会学研究介绍给学生们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够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
包括教育问题。
但是，有许多外校、外系的研究生和进修生都选修了该课程，大家对这门课倾注了一定的热情和兴趣
，我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记得当时的情形是，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与高教所（现为教育学院）的研究生占多数，这是两群不同学
科背景、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实践经验的学生。
他们看问题的视野、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修养当然也就不一样，因此在课堂上经常会出现争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社会学背景的研究生对教育研究的生疏，使他们不能提出需要研究的教育问题；
而教育学背景的研究生不具备社会学的知识，也不能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但是大家都对教育问题感兴趣，也想从社会学领域获得知识和研究方法，这是他们选修教育社会学这
门课程的真正原因。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入社会学领域并不是近期的事情，早在社会学建立之初就有许多社会学
奠基者作过系统的教育研究（此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作专门的介绍）。
但在我国，社会学家关注教育问题，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只是零星的或是一些介绍性的。
只是在最近几年，农村教育问题、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民办教育问题、教育收费
问题、教育与社会的分化分层问题、教育对国家的贡献问题，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问题才成为社
会学家喜爱的研究课题。
　　在西方，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在我国的大多数教育问题研
究中，主要还是以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及教育伦理学等专业学科为主，教育社会学仅仅作
为一门课程被引进到师范院校中，成为培训教师的辅助课程。
在当代社会，由于教育与个人、家庭、族群及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教育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
由社会环境、社会变迁引起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样，仅靠教育学提供的方法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
说明各种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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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学者、教育实践者和广大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士提供了社会学的方法、理论和思考。
透过社会学的想象力，将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放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中，使人们能清楚地看
到教育与社会结构中的其他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与社会整体
稳定、进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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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此，他强调，首先，教育由国家管理，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
这样教育才能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工具。
其次，教育造就治国人才为鹄的。
既培养管理国家的哲学王、大臣，也培养保卫国家的武士，还有建设国家的百业百工技术人才。
再次，建立起教育的层级选拔制度。
最初对儿童实行情感的和道德的训练，接着是武士和意志训练，最后是哲学家和理智训练。
最后，在教育面前男女要平等，社会上各种适应男子的职业也同样适应女子，这样可以解决社会上的
性别歧视。
　　卢梭的教育思想与柏拉图的教育理念有着看似相对立的一面，也有着本质匕的共同性。
对立主要表现在教育应当是个人的事，而不是社会（非民主社会）的事。
旧的教育压抑人的天性，旧的文明、传统、习俗、偏见戕害人的本性。
新的教育要从儿童纯洁善良的本性出发，使人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服从人的本性的发展。
在民主制建立之前，不应为国家培养人，不应培养公民。
社会中的职业分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将发生巨大的变迁。
所以，教育应取消等级观念、身份观念，而应发展一般人的本性。
他认为，受过新教育理想的新人应是身心两健、手脑并用、能够很快学会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
这种人有着哲学家那样善于思考的习惯，双手像农夫一样善于劳动。
卢梭与柏拉图教育理念共同之处是，卢梭所认为的民主社会也是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柏拉图认
为在理想社会中教育应是国家的事情，而卢梭后来一直强调社会一旦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就要由国家
掌管教育，设立学校，把年轻一代培养成忠诚的爱国者、公民和具有博爱之心的爱人类的人。
　　杜威与上述“二哲’’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都是极力推崇民主主义理想社会的启蒙思想家。
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强调教育具有的社会性特征，提倡教育是应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教育即生活；
社会也是通过传递过程而生存，教育即生长。
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正如营养和生殖和生理的生活的关系一样。
这就必然规定了教育所具有的保守的和进步的社会职能，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提供一个相似和
平衡的环境。
美国的学校教育充当了很好的社会融合角色，它把一个多种族、多移民的社会首先在学校教育中实现
了融合的基本条件和环境。
诸如，在一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不同风俗习惯的青少年当中，学校教育为大家搭建了一个新的和
更为广阔的环境。
共同的教材、共同的沟通习惯和认知、共同的学校文化使青少年的倾向不知不觉地得到更为深刻和更
为密切的教育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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