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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2辑）.教育系统的变革与人的发展》的20余篇论文是从已发表
的70余篇文章中筛选出来的，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教育系统变革的多维思考，包括从
可持续发展战略、学习型组织理论、教育生态学研究等角度对教育系统变革的思考，也包括关于教育
公平、教育均衡发展等教育政策问题的思考；第二部分的主题集中于&ldquo;学校变革与发展&rdquo;
，包括对社会转型期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学校变革问题的思考、现代学校制度设计、学习型学校建设
等涉及学校内外部协同变革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学校发展规划、学校教育质量评价、学校文化建设
等学校内部变革要素的研究，在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教育系统与学校组织的变革是为了更好地促进
入的发展；《教育系统的变革与人的发展》第三部分关注教师的实践智慧与专业发展，关注学生的公
民教育、民主管理以及小班化背景下的学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流动儿童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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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国睿，1964年生，山东省平度市人，教育学博士。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教育学系教授（三级），教育学原理、教育政策学
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计划联系中心首席专家，《教育展望》（中文版）
编委，《基础教育》杂志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学原理、教育政策学、学校变革与发展等。
著有《教育生态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学校管理的理论与实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主编《多元与融合：多维视野中的学校发展》（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文化变革与
学校发展》（百家出版社，2006）、《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研究取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诗意的追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主译《理论与战略：国际视野中的学校发展》（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教育管理学：理论&middot;研究&middot;实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等。
在《人民日报》、《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
篇。
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优秀教师奖（2000）、上海市第七届教育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
奖（2001）、上海市第八届教育科研成果教育理论创新奖二等奖（2005）、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
奖（2005）、中国国家图书奖（2004）等。
2007年入选教育部&ldquo;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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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教育系统变革的多维思考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教育改革当代国际基础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双
向建构复杂科学与教育组织管理研究多元文化价值导引健康教育生态当代西方教育生态问题研究新进
展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内涵发展：教育均衡发展的新趋向第二编 学校变革与发展从时代需求到战略抉
择：社会转型期的学校变革政府&middot;社会&middot;学校多维视野中的学校及其变革城市化进程中
的学校教育变革走向学习型组织的现代学校新世纪重点中学改革与发展的思考学校发展规划：从理念
到行动学校教育质量的发展性评价学校文化与校长的使命历史文化名校的现代化转型第三编 教师与学
生发展实践智慧与教师专业发展于&ldquo;浮躁&rdquo;中教人向善求真公民教育的政策分析在自主自
律中主动发展小班化教育与学生发展成长在都市边缘附录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制度，让学校组织焕发
生机与活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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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使学生正确理解个体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合理关
系，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不仅意味着向自然和社会索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更在于通过自身的发展
，通过自身的实践，为自然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主体性教育　　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应是弘扬人的主体价值的教育。
过去，教育理论研究中过多地强调教育的工具价值，强调从社会需求出发培养学生应有的素质，从而
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人（学生）自身的存在价值，特别是人的主体价值。
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强调通过个体的实践为自然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更强调人在社会实
践中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ldquo;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rdquo;①人类正是在其有意识的活动中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的。
教育的任务是全面发展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既如此，就更应该高扬人的主体价值，从而唤起所培养
的人才的主体意识，发挥其主体活动能力。
人的主体性最根本地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体现在正确认识自然发展规律
、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自身的发展规律，并驾驭这些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发展的过程中。
恩格斯曾借助黑格尔的思想辩证地指出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ldquo;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
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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