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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褚宏启主编的《教育政策学》力图吸收国内外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在内容上包括四个部分
：(1)教育政策本质论。
涉及教育政策的内涵、分类、本质特征、历史演进、价值追求等内容。
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论述这些内容。
(2)教育政策系统论。
涉及教育政策主体(包括官方主体和非官方主体)、教育政策环境、教育政策工具等内容。
本书第四至六章论述这些内容。
(3)教育政策过程论。
涉及教育政策问题界定、政策议程建立、政策形成与采纳、政策执行与监测、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
环节。
本书第七至十一章论述这些内容。
(4)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政策分析的方法论。
涉及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演进、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教育政策系统的分析方法、教育政策过程的
分析方法与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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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教育政策的本质　　（1）教育政策是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　　政策是政治意志的体现，换句话
说国家意志是通过政策体现出来的。
教育政策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
　　在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中，国家意志的体现的方式是不同的。
在联邦制国家中，国家意志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定的教育政策层面，而地方教育政策虽然也有国家意志
的体现，但其主要体现的是地方意志。
在单一制国家中，国家意志与地方意志最后都统一于国家教育政策之中，地方教育政策所履行的是执
行国家教育政策的职能，它的制定要以国家教育政策为依据。
　　无论是国家意志，还是地方意志都具有典型的公共性。
公共性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有理性的自觉来维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强制性作保障。
　　（2）教育政策保障与实现的是公共利益　　国家意志所主张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公共性的，
而不是私人性的。
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其所保障与执行的也是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
　　教育政策所实现的公共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层面的利益。
其二，社会层面的利益。
其三，群体层面的利益。
国家层面的利益、社会层面的利益与群体层面的利益既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是矛盾的。
教育政策所要实现与保障的利益谋求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群体层面的统一。
教育政策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大小与制定教育政策的主体职能有关。
教育政策制定主体职能影响范围越大，那么，其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的范围也就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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