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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不但对教育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还对我国教育改革中的实践问题进行了讨论。
前者涉及教育法哲学，学校的法律地位，教育法律制度的正义性，教育立法的原则，宪法含义的比较
等问题。
在教育法治部分，对公立学校的改革背景，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家长择校权合法性，高校教师聘任制
、公立高等学校和教师法律关系的重构，教师集体劳动权，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立法，公立高等学校的
纪律处分权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辑还对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建立与学习型社会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校园暴力、美国肻定
性行动政策等问是题进行了专门分析。
    本书集中，全面展示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和新探索，对完善中国教育法制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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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教育法哲学的基本概念与范畴（一）哲学概念自由。
自由是人的发展的哲学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他指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979b）自由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是指导教育法哲学的价值和判断原则
，值得充分重视。
对于法学来说，自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我国宪法多次规定了人的自由和权利，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从教育学来说，自由在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由概念可以渗透到各种教育主体因素如教师、
学生中去，如学生的自由；也可以渗透到各级各类的教育的内容因素中去，如教学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
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在当前的教育科学研究中对于自由的概念的强调和运用是不够的，应当加强在教育学领域中对自由
的概念的研究。
主体。
哲学的主体概念越来越独立地出现在多个学术视阈中。
与古典哲学不同的是，现代哲学中的主体往往不是与客体相对应出现的，而是与其他的主体相伴出现
的。
哲学上的主体的确定为法学和教育学的主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教育法哲学视阈中的主体特别突出了人及其人的相关性，其主体的发展特别突出了人及其人的相关性
的发展，体现在学生（受教育者、学习者）、教师、学校、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等方面
。
选择。
选择是一个重要哲学的概念。
现代哲学中选择受到了新的重视。
选择与自由有着一定的联系，也有着区别。
在实际上被认为是一种公民的权利。
当前在选择权和其他的权利如平等权的协调中还存在着重要的关系。
实际上的选择权受到就很多的限制。
在选择权的理解上也还需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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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7辑）》付梓了。
利用这一平台，学者们就教育法制建设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刻的讨论，发表了大量
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法制评论》不但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社会的
好评。
参与本辑编辑工作的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余雅风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申素平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蔡海
龙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罗爽、硕士生刘亚利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在此，对他们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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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7辑)》是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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