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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
30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教育的成绩也是巨大的，这个成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了人力资源的大国
。
30年来，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国民受教育的年限，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实现
了高等教育向大众化的跨越，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他们在我国各个部门发挥了骨干作用。
教育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功不可没。
30年来，教育取得的成绩从何而来？
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的。
回顾30年以前的情况，教育受到严重的破坏，知识分子被视为专政的对象，“教育无用论”的思想笼
罩着中国大地。
是邓小平同志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拔开了乌云，使教育重见光明。
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实行教育制度的创新，在政府主导下依靠人民大众实现了教
育“两个飞跃”。
尽管当前我国的教育还不尽如人意，但教育发展的成绩不能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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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反映了学校教育机构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位置。
然而在中国，尽管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第三部门的萌芽，但并未最终形成成熟的第三部门
。
与政府分离后的公立学校运行机制方面或借鉴市场体制，或沿袭计划体制，并未找到体现公立学校组
织特征的学校办学机制。
就此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的未来定向，将取决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教育改革决策
者的选择。
而改革目标取向及其路径设计上如何坚定教育的公益性质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以上是本书力图表明的基本观点。
改革开放30周年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历史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改革
开放的教育发展做出客观的、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找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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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传统学生观的消解与现代学生观的重塑由于我国历史上有“师道尊严”的传统，在学校教育中
长期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在教育理论上还是政策法律上都主张教育民主、师生平等，一些封建的教育传
统和思想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但“师道尊严”因其具有合理的一面而得以传承。
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前苏联的经验，教师本位的教育管理模式在我国得以扎根，从而更加弱
化了学生在教育和学校中的地位。
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的立足点和归属点主要在于现存的社会的需要。
在这种价值目标的规范下，受教者往往被定位于自觉的、机械的、顺从的、缺失主体性的“听话的人
”，而严重地忽视了如何培养现实和未来社会中具有独立个性的创造者、开拓者和超越者的目标，严
重忽视了为一个不可预知的开放社会培养不可预知的开放的“独立自主的人”的任务①。
教育管理呈现出对稳定和群体秩序的偏好和对自由、特别是对个体权利与自由的疏离，学生被赋予了
强烈的政治人色彩，其所应有的本质属性被淡化。
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对于培养学生的遵规守纪意识、尊敬师长的品格和服务社会的精神等具有促进作用
，但学生在教育过程尤其管理过程中基本丧失了主体能动性，其个性难以得到展示和发展。
近代学校教育由于班级授课制教学形式的采用②，人才培养也走向了“批量生产”的模式，教育教学
的集中性、同步性、统一性居主导地位，教育的划一性、僵硬性、模式化成为国际性的教育弊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有的学生观和教育观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思。
学生角色从政治人开始转变为全面发展的人，逐渐体现出学生应有的本质属性。
同时，一度被动摇的“师道尊严”的根基重又稳固，教师地位迅速回升，学校和教师成为学生管理的
主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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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改革30年:政策与法律卷》力图表明的基本观点。
改革开放30周年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历史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改革
开放的教育发展做出客观的、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找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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