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政策分析2004>>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育政策分析2004>>

13位ISBN编号：9787504139887

10位ISBN编号：7504139882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教育科学出版社

作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页数：139

译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政策分析2004>>

内容概要

　　本期《教育政策分析》共分四章。
第一章重新审视了第三级教育体系内传统大学的替代机构的地位；第二章汇总了OECD有关信息与通
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了一些需要谨慎对待的教训，并提出了提高教育信息与
通讯技术投资对国家的回报所需的条件；第三章讨论了经合组织在有关教育活动中未曾系统研究的一
个主题，即在国民终身教育中，学校在奠定终身学习的基础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第四章
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研究了以税收政策为手段推进终身学习需要考虑的一些政策问题。
本期教育政策分析还包括一个附件，简要描述了OECD成员国教育政策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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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再访非大学第三级教育机构　　2.1　课程的职业性导向　　在很多国家，提供第三级教
育的非大学机构是由从前的职业学校发展而来，主要通过合并小型学院来系统地发展能够提供多种职
业培训的综合性大型院校。
澳大利亚、芬兰、荷兰、挪威和英国均采用这类职业性院校发展模式，但挪威在这方面的特点已不再
显著。
相反，美国的大部分社区学院和加拿大的小部分社区学院的创建初衷都是为了帮助学生完成大学水平
的前两年课程，当前这类学校的主要功能仍是提供学术性学习和可升人大学的预科课程。
　　芬兰、德国和瑞士的非大学机构旨在提供职业准备课程。
这类学校不提供人文类的通识教育课程，该校学生通常毕业后直接就业。
澳大利亚的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的定位与此类似，但也提供一些通识教育课程来帮助学生提高基础技
能或帮助学生准备升人大学。
美国的大部分社区学院和加拿大的小部分社区学院提供职业准备和大学升学两类课程。
情况较为特殊的是为提供职业预备项目而创建的法国技术学院（IUTs），这类学校中63％的学生在完
成两年的学习后都会升人大学继续学习（HCEEE，2003）。
实现这种升学的方式是升学考试以及技术学院和普通大学互认的学位证书体系。
　　2.2　所提供的教育的层次　　如图1.2所示，本章所述机构所提供的教育课程存在多种多样的层次
，这部分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办学定位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目标的。
例如北美的社区学院致力于为所在社区提供从识字到高级职业培训的多种教育服务。
当然，即使在职业培训这个领域内，办学的水平层次也是多样的。
　　一些提供第三级教育的机构也教授高中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ISCED 3），例如建筑工程、文秘
工作、零售、汽车和机车维修、机械加工、金属制造、电器，以及比较初级的商务和信息技术。
这类课程在欧洲国家是由高中层次的院校提供，在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等国则由学徒式学习课程承担
。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英语国家，ISCED3水平的职业教育由专业职业学校提供，例如技术和继
续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理工学院。
与奥地利和德国相比，以上英语国家所开设的这类职业培训往往不侧重通识教育和基本技能。
在美国，ISCED 3水平的职业教育由社区学院提供，但这类课程的数量正在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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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政策分析2004》探讨了当前教育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源自OECD国家在教
育领域的重大战略目标。
它把OECD中的教育工作与其他工作联系起来（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理事会，OECD税收政策与
管理中心）。
这样，《教育政策分析2004》强调各种政策之间更紧密的联系，这正是2003年在2月在都柏林举行
的OECD教育部长年度会议所强调的主题。
　　《教育政策分析2004》是OECD教育委员会与教育理事会工作的一部分。
它是各成员国政府、在OECD供职的各国专家以及OECD秘书处合作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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