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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空前的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入。
教育实践呼唤着教育理论的指导。
教育科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教育理论还远远不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
我们还需要努力，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要吸收外国先进的理论和经验
，但重要的是要深入我国的教育实际，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
系。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为建设我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
我祝贺她的出版，并希望有第二辑、第三辑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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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剑萍，1969年9月生，山东青岛人。
现任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院长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于山东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师从孙培青教授，1997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聊城大学副校长。
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审查委员、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评
审委员、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大学教育。
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中国现代教育问题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康有为教育思想研究》（辽
宁教育出版社，1997）。
合著和主编的教材、著作有《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中国现代教育之大家
与大事》（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教育学导论（第三版）》（人民出版社，2006）、《校长领
导与学校效能的实证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大学教学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等8部。
在《历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课题、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等7项。
独立或首位获得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7项，是教育部国家级教学
团队“公共课教育学”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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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现代大学及校长史论
百年来中国的大学自治与社会干预
中国高等教育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控制：历史与趋势
20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张力
蔡元培：教育家为体，政治家为用
第二编 现代教育专题史论
20世纪中国学制问题的历史研究
20世纪中国幼儿教育矛盾问题的历史研究
中国大陆中小学教育的历史性矛盾及其时代性建议
20世纪中国成人教育矛盾问题的历史研究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中国化历程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争论问题的透视
民国教育史及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思想和实践来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事业的历史转变和时代命题
第三编 现代教育家史论
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形成
雷沛鸿与20世纪前半期中国成人教育
康有为的经学及其教育思想
再从张之洞看洋务教育的终结
试论李鸿章的教育思想
左宗棠教育思想散论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述略
第四编 现代教育的传统渊源
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意蕴
中国传统德育的精髓
孔墨教育思想比较
第五编 现代教育历史片论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意义
杜威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形成
凯洛夫《教育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本
两种教育制度：半工半读教育的两次试验高潮
《高校六十条》：“教育革命”的纠偏与总结
“普九”的提出：新时期教育现代化的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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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教育系统的主干是学校系统，学校系统是指各级各类学校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
在学校系统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学校教育机构、非正规教育形式，它们也自成系统并与学校系统
相联系，共同构成现代教育系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系统的不同时期，其战略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还较少独立地领导教育事业，主要是举办或参与举办少量的培养干部的学
校，以及投身工农教育，并将工农教育作为发动工农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1927年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独立地领导了大规模的教育事业，在各项教育
事业中成人教育重于普通教育，在成人教育中干部教育又重于群众教育，在干部教育中在职干部的培
训又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中等、高等教育基本都属于干部教育，普通教育仅在初等教育阶段，群众
教育主要依靠冬学等半群众运动的形式，在特定环境下构建起一种革命性学习型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虽仍多次掀起冬学、扫盲、职工、农民等教育运动高潮，但中国共产
党领导教育事业的重心转向构建正规化学校体系，重点在于高等教育以及向高等教育直接输送生源的
高中教育，以培养国家建设所急需的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又多次提出普吸五年制小学教育。
这种转向，在“教育革命”、“文革”等时期又多次被打断，其中隐含了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精
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教育现实取向与教育理想价值之间的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恢复和整顿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质量，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
人才，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从大学到小学确定了一批“重点学校”。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新世纪以
来，在巩固和提高“普九”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并且把教育公平问题前所未有地凸现
出来，提高教育质量与促进教育公平并重，甚至促进公平重于提高质量，提高质量也是为了更好地、
更高水平地　　一个政党领导教育的方式，一方面反映了政党的性质、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所处的
环境和任务等，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政党对于教育事业的认识。
如果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党，又处于急风暴雨的革命时期，并且把教育主要作为革命的工具，必
然采取一种直接的、统一的领导方式；反之，则会采取另外的领导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教育事业
基本采取的是一种全面的、直接的、高度统一的领导方式。
这种领导方式的特点：一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都对本级教育事业和学校具有直接领导权；
二是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普遍建立起党的组织，党组织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普遍实行党委（党支部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党委（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党组织的权力甚至管到系（
部）、教研室（组）；三是党组织不仅管教育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校的干部队伍、师资队伍、思
想政治教育等，甚至还管到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等专业层面；四是经常采取思想政治
教育、群众运动和思想斗争的方式，来领导和推进教育事业。
这种领导教育事业的方式，有其时代必然性，可以加强统一领导，贯彻党的意志，增强党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可以发挥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资源吸取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高速度、高效率地发展教
育事业；可以将国家的教育意志与党的意志高度统一起来，既便于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又便于教育
事业为党的中心工作、任务来服务。
当然，这种领导方式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党政不分、党教结合，党把大量的精力、资源用于
直接、具体地领导教育事业，实际没有真正发挥党要管党的优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对教育
事业的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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