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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政策导论》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政策理论，阐述教育政策的背景、概念、
分类、发展历史以及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论特点。
第二部分是教育政策系统，分析了教育政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以及当前的时代特征，介绍了教
育政策的各种工具，剖析了教育政策的活动主体，阐述了教育政策系统的构成因素以及系统运行的内
外机制。
第三部分是教育政策过程，考察了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等几个主要的政策发展阶段，指出西方
发达国家和我国教育政策过程的共性与差异。
第四部分探讨教育政策与学校变革，分析了学校变革的不同视角，学校变革中的教师与学生，以及作
为教育变革引领者的学校领导的变革。

　　教育政策是近几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教育研究新兴领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名教育者，应当学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教育，要关心、熟悉与把握教育政策，学习教育政策，
研究教育政策，影响教育政策，成为教育改革的引领者、共同愿景的塑造者和合作关系的营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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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忠敬，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2008年人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做访问学者，多次赴美国、日本、挪威等国家
参加学术活动。
研究领域是教育政策、课程与教学论等。
已经出版学术著作六部，在《教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科规划、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等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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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校领导：系统层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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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政府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西方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的话，那么我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则往往是在
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这里的政府概念的内涵应有所扩大，包括党组织和政府组织，而且党组
织是政府机构的核心，更是制定教育政策的重要主体和政策中枢，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我国的
教育政策，更不用说试图解读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带有双轨性的特点，即一方面是党委，另一方面是政府，其
制度往往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法律不仅赋予党组织教育决策权，而且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部门地位，专家、咨询机构和思想库
在教育决策过程中尽管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有时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只是充当一个研究者
或咨询者的角色，不能代替决策者进行决策。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看，非政府组织（NGO）在教育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在美国，大约有2000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其中近四分之一是独立或自立的。
中国的脑库机构数与美国相近，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且研究人
员大多身在体制内，兼职参与民间机构组织的研究课题。
这些民间机构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发挥出来。
其中，为教育决策提供研究与咨询服务的民间机构则更少。
　　三是领导人的意志在决策过程中起的作用过大。
长官意志、官僚化倾向与行政力量过大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大问题，是阻碍教育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例如，“拍脑袋”决策时有发生；领导急功近利，关注见效快、水平高的所谓形象工程；为了政绩而
追求立竿见影，决策前缺乏充分的论证与前提调研，缺乏公开的咨询与论证，有些领导者凭个人价值
偏好进行决策，凭经验、凭想象和感觉进行决策的现象仍然存在，脑门一热，桌子一拍，一项新政策
就有可能会出台，决策的主观随意性较大。
这样，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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