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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提高教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是教师教育的根本任
务，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是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高等院校教育学类专业课程规划教材”涵盖了教育学类专业课程的
主要内容，反映了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
这套教材体现了以下特色：　　一是教材的实践性。
教育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学科，理论联系实际是教育学各分支学科须着力处理好的关键问题。
作为教育学类专业课程教材，该套教材打破了以往同类教材对教育理论的抽象阐述与枯燥呈现，用案
例分析阐述理论内涵，突出实践教学的内容，把教育理论变得生动并指向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凸显
了教育学科的实践性。
　　二是教材的先进性。
教育学分支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涌现出很多新成就和新思想。
这套教材在保证学科领域最基本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学科体系，注意吸收本学科研究的新成
就和新思想，具有与本学科发展相适应的新水平，因而能够反映教育学分支学科新的变化和发展。
　　三是配套课程资源的丰富性。
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着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变革。
课程观念已由单一课程观向教育资源观转变，教学资源亦须由单一纸介质教材向立体化教学资源转变
。
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设了这套教材的配套电子教案、辅教光盘、辅学光盘、试题库、学科素材库、课程
网站等立体化教学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教材的配套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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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教育是一种文化理解，是借鉴他国经验反思、解决本国教育问题的学术领域。
《比较教育》的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理论篇，着重于比较教育的理论介绍；第二部分为
比较篇，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别为主的编写方式，代之以专题比较的方式，对有代表性的国家从幼儿教
育到终身教育的情况进行详尽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能够了解并比较不同国家教育的异同及特色；第
三部分为前景篇，重点介绍比较教育学的未来走向与发展，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比较教育理论动态。
　　本教材在编写上强调资料的时效性，重视教材的可读性，突出问题引领，提供学习的支持性材料
，关注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互动过程，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比较教育学科本身以及主要国家教育的最新
动态。
　　《比较教育》主要是为教师教育各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撰写的，适合比较教育、国际教育发展
动态等课程；同时，还可作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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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还出现了“学习化社会”的概念。
196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赫钦斯发表《学习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学习化社会的概念，并对其内
涵和特征进行了界定。
他指出：“仅仅经常向所有成年人提供定时制的成人教育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社会还应该以帮助
人们学习做人和完善人格为目的，据此制定相应的制度，并且凭借这套制度来促成目的的最终实现。
这样，建立起一个朝向价值的转换和成功的社会。
”他认为，学习化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学习化社会里，“除了能够为每个人在其成年以后的每个
阶段提供部分时间制的成人教育外，还成功地实现了价值转换的社会。
成功的价值转换即指学习、自我实现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已经变成了社会目标，并且所有的社会制
度均以这个目标为指向。
”　　“学习化社会”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注意。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特
别强调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两个概念，把学习化社会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出：“教育正在日益向着包括整个社会和个人终身的方向发展”，教育“不再是从外部强加在学习
者身上的东西，也不是强加在别的人身上的东西。
教育必须是从学习者本人出发的”。
“我们越来越不能说，社会的教育功能乃是教育的特权。
所有的部门——政府机关、工业交通、运输——都必须参与教育工作。
”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从整个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全局，把学习化社会理解为教育与社会、政治、经
济、生活密切交织的过程，教育是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具有普遍联系的整体，是贯穿在一个人
一生各个发展阶段的连续统一体。
很显然，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
名称，这就是学习化社会。
”　　报告还认为，在学习型社会里，“每个人必须终身继续不断地进行学习。
终身教育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石”。
并且指出，“终身教育并不是一个教育体系，而是建立一个体系的全面组织所根据的原则，而这个原
则又是贯穿在这个体系的每个部分的发展过程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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