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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活动中“决策文化”与“学术文化”两分的状况，即教育政策的制定脱离研究背景、缺乏理
论支撑，教育理论的研究脱离现实要求、缺乏应用价值的状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社会发
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决策者和学者双方共同的主观意识。
这种变化的突出一点，就是教育政策研究的迅速崛起。
教育研究的后起之秀　　教育政策研究是近2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教育研究新领域，虽然这一领域的
研究内容还比较泛化，其理论与方法的规范建设尚在进行之中，但是却受到了各国教育决策人员和学
者两方面的共同重视，以政策研究为议题的国际教育会议、刊物、组织、研究项目等与日俱增，其研
究的影响力也日益巨大。
教育研究的这种重要变化，是由教育政策的成败好坏在现代社会中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所决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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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1》呈现给读者的，是学者与决策者、学术文化与决策文化之间就我国“
十五”期间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发展的精彩对话。
义务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现实是穷国办大教育，但是大国也必须办强教育。
如何保持大教育和强教育之间的必要张力？
如何处理基础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的关系？
如何处理基础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
作者们以他们的睿智、热情和民族责任感，不仅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且展现了他们的思考过程；不
仅讨论了教育决策内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且讨论了决策本身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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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振国，男，1959年生，江苏泰州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原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副司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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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试论素质教育的政策导向附：“减负”与推进素质教育的社会意义——访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副
主任康宁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及几个相关问题的政策分析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分析与世纪展望
对2000年后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普九”工作取得的主要发展和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安徽
省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教育工作的思考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基本格局和政策讨论课程改革的政策
基础基础教育课程发展政策的反思创新教育的政策导向加强和改善德育作的政策基础对基础教育几个
社会关注热点的分析关于“减负”的政策思考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与政策思考我国教师资格证书制度
评议素质教育政策失真的原因与对策第二部分 对教育政策的理论探索教育功能分化与政府责任定位特
稿：教育，机会与公平分配教育政治学的新方向：教育政策分析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前
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定位分析试论教育政策研究的分类及理论基础谁来决定我们学校的课程一种分析的
框架教育政策的价值定位——社会“三元结构理论”的视角教育政策过程中的个体选择对到访教育行
政部门贯彻国家教育政策的政策学分析西方教育政策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基础教育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附
录一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附录二 2000年中国教育政策大事记附录三 基础教育研究
著作、论文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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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素质教育政策导向要形成多样化的架构　　政策导向的多样化问题是指在强调政府行为的
规定性、统一性的同时，要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规范，并强调在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多样性
和开放性。
素质教育实践为制定素质教育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来源，但是，一旦某项政策由政府程序通过指令性行
为开始实施时，往往由于实际情况的不确定性、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和执行层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的
某种规定性可能就变为限制性，统一性就变为指令性，本来具体生动活泼的局面就可能不复存在，甚
至出现淡化政策的基本要求、扭曲政策基本方向的政策失真现象。
这一现象还可能导致产生政策性疲倦，最终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形式主义体现出来。
现在，有些地方在实施素质教育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圈”：以往的“应试教育”作为禁锢教师、学
生的枷锁已被打碎，但却在冠以“素质教育”名义下实施“新”的“应试教育”。
我们讲素质教育政策要在法制化和规范化上下功夫，应该理解为为了保障素质教育的实施，政府对学
校行为和教师行为的某些政策性限制。
但是，在对待教学思想、内容、教材、方法、途径和手段方面，政策指导应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
事实说明，用行政手段统一推行教学典型和经验往往造成形式模仿和行政应付。
因此，对中央政策制定和实施来说，强调政策导向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给予地方和基层更多的教学方
面的政策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教学政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将有利于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政府在处理宏观管理与下放权力的关系中，政策导向的多样性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质也
是一个政策民主化问题。
素质教育实施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
政府行为是一个有效行为，但不能搞成一个承诺行为。
素质教育依靠政府启动是一个明智的行为，但要始终依赖这一行为，就可能导致的是一个短期行为或
限制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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