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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法律覆盖的面已经很
广。
从学前教育到终身教育，从学历教育到职业培训，从师生权益保障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等等
，都不能再说无法可依。
然而，教育法制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当前，教育领域尚有一系列改革须深化。
加快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
理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完善管、办、评主体分离的管理机制，形成面向市场、自主办学、主
动调适的运行机制，是下一步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重组教育资源．优化教育市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头作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也是需要
通过改革加以解决的。
法制可以推动这些改革，还可以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
在与教育有关的其他方面．法律也是很可以有所作为的。
为了提高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有必要通过立法。
提高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特别是发展职业教育。
通过法制的作用。
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和办学水平的持续提高，是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
而立法对于拓宽民间资本和国外优质教育机构投资非义务教育的空间，形成公办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
的新格局，作用会更加直接和明显。
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也可以通过立法来推动。
以期实现教育体制和办学体制的整体创新。
总而言之，法律应当为教育领域的改革提供制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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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一些新意，它主要是围绕教育法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展开讨论的，其重点则
是把教育放在一个行政行为的 角度来加以分析和论述。
这样编 排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对涉及教育法学的各个相关因素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其次，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案例，其目的也是为了让读者从实践的层面，对呈现教育领域的诸多法律问
题和现象，能有更为生动与直观的理解和印象。
　　本书以专著的体例，对各种可能存在的争议或论说都尽可能地作了说明，为方便自学者学习的需
要，本书在每一章的末尾还都列出了相关的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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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英美教育法学的发展与现状在实行英美法系的国家中，传统的做法是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
”两大部分。
这种区分的简单之处是，如果某一部法律不是私法的话，那就是公法。
而教育法则被置于行政法的范畴来加以考虑。
在这样一种区分下，教育法被视作为是教育行政中有关公法的一部分，而教育法即为教育行政法的考
虑亦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在美国，其现代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判例法为主的特征，因而判例法亦成了美国教育法的主要表现
形式。
在美国较具代表性的教育法著作是诺尔特（N10t，M．c）和林恩（Linn，J．P）合著的《学校法——
教师手册》，该书主要论述了美国教育制度的法律基础，教师的聘任、雇佣及其权利，以及教师的职
务和法律责任等。
该书的特点之一，是在判例基础上建立起的学校法学理论体系，它为当代美国教育法研究注重理论、
法律、判例三者并重的特征打下了基础。
在美国，习惯把教育法称为学校法，也即是基于这样一个特点。
二、德日教育法学的发展与现状德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教育立法的国家之一。
但最初教育法却并不是以独立的立法出现，而基本上是作为行政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考虑的。
这一考虑的理论依据是，把教育行政看作是国家行政的组成部分。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魏玛时期①，教育法基本上是基于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对学校进行监督，并为
推行教育行政而制定的法。
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对教育法学理论的研究并没有显示出实质性的进展，它只是在传统的行政法学的
领域中，基于特别权力关系论的支配，并在对父母、教师的权利予以否定的前提下，对教育法的关系
展开了若干研究。
这样一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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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经两年的时间。
学成归来后第一部由我们夫妇二人共同努力、携手并肩撰写的教育法书稿终于被圈上了最后一个句点
。
写作此书的最初契机。
原为2002年我们中的一个接受了所属院系所交给的为校网络学院开设《教育法学》课程的任务所致。
接通常的做法，找一本国内出版的合适于网络教学的教材。
再加以适当改编并做成课件即可，这样做也许既省力又不易出差错。
但通观国内所出各种版本的教育法学类图书．有些是属于学术专著类的，对于初学者来说读之内容似
乎过于深奥和专业。
而有些又是属于教科书类的，在编排结构上似乎失之零乱与琐碎。
因此，为了希望能编写一本既通俗又能整体体现这一学科基本内涵的、且适合于初学者阕读的具有启
蒙作用的教学用书，我们遂决定充分利用各自专攻的知识领域（我们中的一位研究教育学原理，另一
位则研究法学理论），然后来一次学科的交叉和学术的碰撞。
这样做的想法有两点：一是历来的教育法学类教材大都是由以研究教育学为主的专家或学者撰写。
由于教育法学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的面既广且宽，因而如果只具备教育学科的知识背景而缺乏法学
功底的话．则有可能会造成顾此失彼以及缺少法理深层思考之不足。
其次，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力度的增大，出现在教育法领域内新的法律、法规及案例也在逐渐增多，
如何运用交叉学科的多维视角来对这些问题予以宏观和整体的思考，这也是时代所赋予的责任。
可能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及对教育法学的探究欲，我们遂撰写了这本看来还略显稚嫩与粗糙
的教程。
事实上，我们写作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次对教育法的理解和反思的过程，因为作为高校教师，我们自身
就经常在工作中因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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