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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政策分析2003》对最近国际上一些重要的教育政策挑战及创新进行了分析。
它对如下一些政策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对其国际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阐述了各国对残障学生、学习
困难学生和处境不利学生的不同界定，分析了各国为了满足这些学生的需要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及其对
关于公平和全纳的争论所具有的意义； 论述了为青年人和成人提供职业指导的新途径，以通过提高终
身职业生涯管理技能来促进终身学习； 分析了当前高等教育的目标和客户方面的深刻变化及其对高等
教育投资和管理模式的影响； 阐述了为确保成人终身学习的投资能够得到回报并能够长期维持而提出
的各项政策选择。
　　《教育政策分析2003》还首次对OECD成员国各领域的重大教育政策变化作了摘要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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