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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是丛书中的一本，用“终于”一词，是因
为从策划到丛书中第一批著作的出版，足足经过了五年时间，这完全不是因出版社的拖拉，恰恰相反
，是教育科学出版社的耐心与期望，促成了这套丛书在两个世纪的交界之年诞生，使丛书的冠名获得
了时间上的真实。
在此我要深谢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领导与责任编辑。
用“终于”一词，还因为我如获重释。
近五年内本人先后担任了两套丛书的主编，前一套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学科元研究”丛
书，它是为“教育学科的明天”而作的六本著作的集合，被我称之为理论研究的“上天工程”；后一
套就是这一“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它是为“基础教育的明天”而作的七本著作的
集合，被我称之为实践研究的“入地工程”。
就其策划的时间而言，两大“工程”有前后，但就最终交稿的日期而言，则都在2000年的下半年。
这意味着我在合作研究者的鼎力支持下，实现了教育研究“上天入地”的心愿。
我将以充实而轻快的步伐，跨入2l世纪。
这怎能不让我呼一口长气，说一声“终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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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 名：叶澜
　　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
　　教育研究方法论及当代中国基础
　　师范教育改革
　　社会关系、社会职务: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上海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教育学原理学科组组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清华大学等8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中央教科所兼职研究员
　　出生年月:1941年12月
　　籍贯:上海
　　职称职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履历: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教育系本科
　　工作履历: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个人获奖情况: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获"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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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编　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的社会基础论
第一章　生存基础：人口、资源与生态
一、人口
1．自然结构状态
2．社会结构状态
二、资源
1．土地资源
2．矿藏资源
3．水资源
4．海洋资源
三、生态
1．“人类纪”、“人类世”的提出
2．生态的严重性
3．生态改造的艰难
第二章　世界变局：全球化、信息化与后现代
一、“全球化”风云
1．“全球化”观念的辨析
2．“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与形态变换
3．全球化的实质
二、“信息化”浪潮
1．信息化的基础性形态——技术存在
2．信息化的结构性形态——社会存在
3．信息化的生命性形态——个体存在
三、“后现代”精神
1．“后现代”的多重理解
2．后现代精神：在批判现代性中呈现
3．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意义
第三章　中国主题：社会转型与民族复兴
一、起点——历史的抉择
1．抉择的核心构成
2．社会转型起点的力度
二、过程——社会转型的展开
1．发展观的应时演进
2．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
三、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编　当代中国教育宏观变革论
第四章　当代中国教育宏观变革的回溯与反思
一、历史回溯
1．以教育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宏观改革
2．以面向21世纪，强化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3．以提高质量、均衡发展和制度系统创新为重点的教育改革
二、整体性反思
1．如何处理社会变革与教育变革的关系
2．如何处理国际教育变革思潮与中国教育变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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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处理基础教育变革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4．如何处理教育变革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第五章　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的性质与任务
一、教育变革之性质问题的一般探讨
1．变革性质的类型分析
2．变革性质判断之必要与可能
二、转型性变革：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的性质、任务辨析
1．判断变革性质的前提性依据
2．教育变革的任务：变革性质的具体辨析
第六章　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的主体与策略
一、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的主体分析
1．利益主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2．决策主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3．行为主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4．三类主体的关系特征
二、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的策略研究
1．教育变革的社会生态建设与内涵发展的关系
2．教育变革中的宏观变革与微观变革的关系
第三编　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重建论
第七章　中国学校转型性变革的百年回溯
一、从封建社会学校制度向近代学校制度的转型(1860-1949)
1．废科举、兴学堂(1860-1905)
2．近代学校制度和近代学校型态的形成(1905——1949)
二、20世纪下半叶中国学校教育的变革
1．与政权更替相应的除旧布新(1949-1956)
2．教育大革命与调整阶段(1957-1965)
3．“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大革命”与粉碎
“四人帮”后教育上的恢复、调整和整顿(1966-1984)
第八章　当代中国学校转型性变革的内涵分析
一、理想新人的目标重建
1．时代精神呼唤人的主体性
2．理想新人精神素质的“三维双向”目标
二、教育观念的系统更新
1．价值观
2．学生观
3．学校教育活动观
三、新型学校整体形态变化的勾勒
1．价值提升
2．重心下移
3．结构开放
4．过程互动
5．动力内化
第九章　学校日常教育实践重建之一——课堂教学改革
一、课堂教学面临的现实挑战
1．课堂教学作为学校基础性活动的日常表达
2．当代“非学校教育”思潮对课堂教学地位的多重否定
3．我国课堂教学改革的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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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
1．当前我国学校教学实践中生命价值的缺失
2．新教学价值观的三重结构
三、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
1．影响我国课堂教学理论的历史概述与简评
2．课堂教学性质与任务特殊性辨析
3．课堂教学基本要素关系的结构分析
4．重建课堂教学的过程逻辑
第十章　学校日常教育实践重建之二——班级建设改革
一、“班级”概念的内涵演变与多维解读
1．作为学校教学组织形式的“班级”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2．作为学生集体并具有教育意义的“班级”新内涵的形成与淡化
3．教育社会学中关于“班级”概念的讨论
二、新基础教育“班级建设”概念的界说
1．“班级建设”是学校教育相对独立的实践领域
2．“班级建设”的实践性质、构成与主体分析
三、改革与加强班级建设的现实针对性
1．独生子女人格的健康发展问题
2．当代中国社会的未来公民养成问题
3．学生自我意识与成长需要的发展问题
四、班级建设变革的实践探索
1．加强班级组织建设
2．建设班级文化
3．建设系列班级活动
第十一章　学校日常教育实践重建之三——学校领导与管理变革
一、学校管理现状与核心目标重建
1．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中小学生存状态
2．学校内部的管理结构和运作状态
3．“新基础教育”管理重建的核心任务
二、系统更新学校领导管理观
1．管理价值观的更新——成人与成事
2．人际关系观的更新——责任人与合作者
3．管理功能观的更新——形成秩序与推进变革
4．学校时空观的更新——分割与统整
三、学校组织与管理制度更新
1．更新学校组织
2．更新学校管理制度
四、新型教师队伍的创建
1．起点：教师角色理想重建
2．目标：新型教师的基本素养
3．基本路径：学校研究性变革实践
五、学校新文化建设
1．文化与学校关系性质的再认识
2．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化前提下的学校文化建设
3．创建学校新文化的策略
4．学校文化个性的形成
第十二章　结语：学校转型性变革研究的推进策略与方法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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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变革研究的推进策略
1．在不确定性中生成确定性
2．在推广性研究中生成发展性
3．在多元主体合作中提升个体自主创造能力
4．在教育改革中推进评价改革
二、方法论探究：在研究中实现教育变革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交互生成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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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上升到世界第六位，迈人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对外开放的格
局和政策也已初步形成。
当世界经济又在全球化的进展中处于旧格局的突破和新格局的变动之中，中国政府审时度势，签署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以和
平发展为宗旨，形成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
　　与上一阶段相比，21世纪初的中国对外开放，不仅在国内已经形成从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
边和内陆的各具特色的开放的地理空间分布，而且在开放的方式和领域方面也进入到多元、全域状态
。
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尽管加人世贸组织带来许多新的复杂问题，但中国在与他国的经济交往中，更加
主动地参与世界与地域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对外资、外企的引入增加了选择性，逐步走出前一阶段作
为世界工业加工区，以低附加值、低劳动力成本和量大为优势，以污染为代价获取外贸利润的状态，
提高了主权维护和抵御世界经济风险的安全意识与能力，加强了对外开放的双向性和对外投资、参与
国际竞争的力度。
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对外开放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经济力量活跃在世界
经济的舞台上。
友人将此视为奇迹，别有用心之人则视为威胁。
当今的中国不只是会审时度势，而且会为国家的富裕强大适时转势，用时造势，在全球化汹涌、多变
的大潮中奋勇搏击，把握越来越多的发展主动权。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实现转化，促进发展，是中国智慧的集中表现。
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中，充满着对时势运变、进退中守、阴阳转换、趋利避害的辩证分
析。
这种智慧对国家在历史处于转型时期和多种力量博弈的复杂过程中取胜尤其重要。
事实上，它又是每一个要把握发展变化主动权，包括每个要把握自身发展命运的人所必需的智慧。
历史也常常在这样的时刻呼唤和造就有这样大智慧的人和人群。
　　(3)改革体制、激发活力、创造更新、重建秩序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始终以经济体制的改革为
中心展开。
经济体制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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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这套丛书编写的五年中，中国的基础教育有了喜人的发展，它不只是表现在数量的达标和质量
的提高，更重要的表现是一支为基础教育的明天，在一定意义上。
《“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是丛书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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