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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程红艳博士于2005年9月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选定中等教育均衡发展问
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论题，历时三年，于2008年5月向流动站提交了一份长达2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
这份研究报告，在随后举行的博士后工作人员出站报告会上，被流动站学术指导委员会评定为“优秀
”。
　　2002年至2005年，程红艳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博士学业，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
当她获得博士学位申请进入博士后流动站时，申报了一个并非教育哲学而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论题
作为博士后阶段的研究任务。
这是一种自觉的转向。
这种转向，一方面表明程红艳希望拓展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则表明她有一种将教育
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有机结合的追求，并具有热切关注教育现实问题的情怀。
　　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是新世纪以来教育研究中广受关注的问题。
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或教育实践工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着研究，且也取得了堪称丰硕的研究成果。
然而，尽管如此，影响教育公平公正发展的非均衡状况依然突出存在，加强及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实属必要。
程红艳与这一教育热点问题的“不期而遇”，固然与“受个人兴趣和个人经历影响”有关，但更为重
要的则是身为教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感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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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等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探讨了1978年以来中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加剧状况，揭示了教育公平发
展的阶段性；描述了中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存在的城乡之别、城区之别、阶层之别与校
际差距。
《中等教育均衡发展研究》以武汉市W区为个案，研究区域内存在的校际差距，揭示了校际差距所体
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隔；并进一步聚焦于学校和教室，剖析了学校内部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指
出了学校发展的合理路径应从“扩张优质教育资源”到生成优质教育资源，走向兼顾质量和公平的未
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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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红艳，1975年出生，1994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考入华
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并于2004年获博士学位，2005—2008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研究
，2010年6月赴日本参加亚太地区道德教育年会。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级课题一项，省部级课题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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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从一个朋友的困惑说起二、关于中等教育的思考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过程四、研究的结论
与反思第一章 走向公平和均衡——改革开放以来中等教育的发展一、1978一1991：第一轮改革与中等
教育的发展二、1992-2005：第二轮改革与中等教育的发展三、第三轮改革与中等教育的发展四、教育
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五、对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若干问题的辨析第二章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武汉市
中等教育均衡发展现状一、武汉市城市发展及教育发展掠影二、1978年以来武汉市中等教育发展的轨
迹和变迁三、2003年以来：均衡与非均衡的对峙第三章 学校非均衡发展与社会阶层分化——以W区为
个案一、区域内学校发展的基本概况二、阶层分化：中产阶层学校、市民学校和贫民学校三、学生文
化与社会阶层分化四、家校互动与阶层差异五、择校现象与社会阶层分化六、小结与讨论第四章 聚焦
学校和教室——教育机会均等的微观研究一、社会贫富差距和择校对学生心理的影响二、校内分班：
择班与择师三、教室里的等级秩序四、教师所属的社会阶层五、私人化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六、校长
与学校非均衡发展第五章 探索与尝试——中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研究一、市区政府：推进教育区域
均衡发展的主导力量二、从“扩张优质教育资源”到“生成优质教育资源三、好的中学及其特征四、
寻求学校的“生成式发展”道路五、促进社会公平的美国学校重建运动及其启示主要参考文献访谈索
引及编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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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宗教对教育和文化等精神事业的传承毕竟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中等教育较少受到宗教势力的影响，表现出世俗化的特征，尤其是在理想主义逐渐破灭的市场
经济下，整个社会缺乏一股专门而持久的民间力量、精神力量来关注教育和维系传统。
这使得中等教育比较容易调整、变动和改革，但同时也使中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指导思想一直处于较
大的变动状态，在一元化的权力影响下易表现出或左或右的极端化特征。
　　当前中国的中等教育，在面临上述问题时表现出中国独有的特征，但仍与民国时期的中等教育有
相当大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中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平民化的变化。
　　民国时期能受中等教育者毕竟是少数，多为富裕子弟或是天赋、才华出众者，中学毕业者被视为
文化人，被百姓们比附为“举人”，学生在学校中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和自治。
五四运动后学生自治活动开始勃兴，虽带有模仿美国的色彩，但亦开一时之风气。
各种类型的学生自治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艺术研究、文学研究、道德修养、学生交谊、社会服
务、体育锻炼的学生社团也蓬勃发展，以促成学生自动和自治的精神。
由于学制草创，尚未规范，带有尝试的新鲜活力，也由于时局更迭，当政者自顾不暇所造成的松弛空
间等原因，此时期的中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被看做是“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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