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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10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公共性的意蕴与诉求、县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构建与保
障、义务教育管理与创新的理想诉求、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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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教育公共性及其保障(代序)
1　教育公共性的意蕴与诉求
　教育公共性的流变与内涵
　教育公共性的理论分析
　哲学视域下教育公共性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及构建
　政府主体：教育公共财政的政府职责担当
2　县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构建与保障
　县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县域课程政策的保障机制
　均衡与发展：县域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体系的合理构建
　县域教师流动制度：区域师资配置均衡化的重要保障
3　义务教育管理与创新的理想诉求
　公平与均衡视域下义务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的问题与思考
　资源、不平等和特权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4　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途径
　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均衡视野下义务教育管理问题与改革
　学校与社区良性互动的保障机制
　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不合理诱因及破解
　均衡视野下义务教育教师流动机制
　教师职业准入制度考辨
　以竞争为机制的教育改革及其不期后果
5　道德教育的理性追求
　困境：学校德育面临的尴尬
　道德智慧：生命的激扬与飞跃
6　网络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冲击
　网络交往伦理：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新视域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的影响
　网络危机的文化拯救
7　网络道德教育的公共治理
　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公共治理
　网络文化境遇下我国中小学校道德教育的变革
8　德育课程的公共价值
　哲学是课程研究与发展的基础
　品德与社会课程综合性的多重教育价值
　品德与社会课程的价值教学策略
　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建构的几个核心问题
　品德与社会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9　高中课程改革的理性分析
　高中课程改革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取向
　高中课程改革的进展、问题与建议
　冲突与整合：学分制与学业水平考试的合理性
10　高考制度改革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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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制度对新课程改革的影响
　美国SAT改革及对我国高考改革的启示
　高考制度改革：现实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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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建立组织。
组织就是按照目标合理地设置机构、建立体制、分配权力、使用人员等，这是实现执行任务的可靠保
证。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根据课程政策的总体要求，按照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加以分解。
根据分解出的具体人物设置相应的部门和单位，同时授予这些部门和单位以相应的权力，明确规定他
们应履行的职责，做到分工合理、授权相当。
最为重要的是，要明确县、乡的职责，充分发挥县、乡镇的优势。
　　第二，提供培训。
培训不仅能促使执行人员较好地领悟政策精神，更能调动他们参与课程改革的积极性。
就县域课程政策的执行而言，我们需要培训三类人员。
一是培训教师。
作为新课程直接实施者的教师，他们是课程政策执行的关键，教师的素质以及对课程政策的认知和接
受程度，直接影响新课程的实施效果。
培训教师是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保障课程政策执行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二是培训学校领导。
正确执行政策，首先在于正确理解政策，在于全面、深刻地把握政策的实质与意图。
加强学校领导层尤其是校长的培训，取得他们对课程政策的支持，对县域课程政策的执行非常重要。
三是培训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人员。
培训的另一个对象也是常常被忽视的，就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自身内部各单位领导及成员。
这是因为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会受到相关知识的制约，特别是教育科学（尤其是课程理论知识）的制约
。
如果教育科学知识不足，他们就难以制定出科学的课程政策来。
　　第三，资源保障。
资源的支持表现为权力的下放、资金的提供以及人力、物力、信息等其他相关资源的支持。
当前教育改革一个超越国家疆界的最强烈的趋势就是权力向当地学校下移。
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很大程度上实施行政管理上的分权化，给予学校管理更
多的人权和财权，以提高效率。
①资源的支持还表现在资金和时间等方面的保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给学校提供足够的进行课程
改革工作所需要的资金，以及为适应和开展新课程所需要的合理时间。
此外，为保证县域课程政策的执行，还需要县级课程主管部门提供服务性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包括基
础教育课程资源信息系统、中小学教材开发信息库、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发服务系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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