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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还能清晰地记起迎接新世纪曙光时的一份欣喜和期望，如今，新世纪却已跨入了第六个年头。
聊以自慰的是，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在探索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之路上没有停步。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这支“改革小分队”五年研
究的成果结集，也是“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①的延续和超越。
　 “延续”，集中体现在前后相继的两套丛书在研究主题上的相关性。
这不但可以从丛书总称中看出，也表现在两套丛书中部分书名的呼应上。
如《“新基础教育”研究史》(本)与《“新基础教育”论》(前)；《学校转型性变革的方法论》(本)与
《学校教育研究方法》(前)；《学校转型中的教师发展》(本)与《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前)；《
青少年发展研究与学校文化生态建设》(本)与《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前)；《中国基础教育
评价的积弊与更新》(本)和《课程改革与课程评价》(前)等。
这种延续本身就反映了基础教育改革的丰富性和艰巨性。
　　“超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本丛书的主题更集中到中国基础教育的学校转型性变革
上。
这是研究范围的集聚和对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趋势与性质认识上深化的表现。
其二，在学校变革的研究范围上，增加了学校教育价值取向，以表演的视角解读教育活动，以教育社
会学的立场研究理念的力量，以及学校转型中的管理变革、教学改革、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反
思与重构等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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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作为一种对“学校教育改革过程”的社会学研究，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理念的力量”上，而
非其他方面。
作为一种教育社会学研究，本研究力图解答的是一种“教育学”问题，而不仅仅满足于“用社会学的
理论与方法解释教育（改革）现象”。
教育学除了指向有关“人的生成与培养”的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以外，还指向有关“现实教育实践
形态的改变”的实践性问题。
本研究力图解答的是后一种教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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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关于“社会学研究”　　何谓“社会学研究”?无疑，　“社会学研究”是指从社会学的角
度(或者说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进行研究。
那么，何谓“社会学的角度”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对这一问题即使是在社会学界内部也尚缺乏一
致的言说，不同理论流派与范式之间的差异悬殊，其理论旨趣各异，其研究方式不同，其论述理路分
殊。
尽管如此，并非无共识可言，因为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自有其内在的理路，对于一些根本的问题是
无法回避的，惟有对这些问题的共同关注方可称之为共属社会学这门学科(这也就是许多学者所谓具有
“社会学意味”)。
这些根本问题包括：“社会”是什么?它是如何构成的?如何维持与再生产的?如何变化的?它与个人的关
系是怎样的?等等。
在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沿着不同的理路进行(这些理路代表着社会学的思维方式)，
发展出了社会学的一些核心范畴，如：权力、利益、结构、功能、冲突、体制、合理化、合法化、符
号、互动、意义，等等。
这些范畴提供了洞察社会现实的重要理论视野，也体现着社会学的思维方式。
当今社会学理论逐渐呈现出一些主流的趋势，可以大致概括为：关注现代性(即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
、强调情境性(即社会事实的现实情境关联)、注重反思性(包括行动者的反思性、研究者的反思性及社
会自身的反思性)。
一些对教育问题有过独到论述的社会学理论大师(如涂尔干、布迪厄等)更提供了洞察教育问题的更为
直接的理论视野。
　　所谓“学校改革的社会学研究”是指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研究方式对作为一种“社会事实”
与“事件”的学校改革过程进行研究。
其基本出发点是，对于学校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学校改革过程本身，不应该仅仅看作是
主观的问题(即思想观念乃至策略的问题)，而应把之当作一种“社会事实”来看；不应该简单地孤立
地去看，而应该将其放在现实的微观以至宏观情境中、放到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把握，充分认识其与
现实情境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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