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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张云霞编著的《教育功能的社会学研究》对教育的正向功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教育促进人的发展
、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对教育的负向功能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
对教育的功能进行分析、探新，使本书在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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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73年生，湖北省罗田县人，博士，现在江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
主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项目“高等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研究
”、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教育功能的社会学研究”、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构建和谐高
校校园的社会学研究”及“教育功能的社会学思考”、湖北省教科“十一五”规划项目“湖北城镇弱
势群体子女教育问题研究”、武汉市教科“十一五”规划“武汉高等教育国际化对策研究”等多项课
题研究，在《江苏高教》、《教育理论与实践》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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