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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优先是教育政策、教育法学领域的重要主题，涉及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立法以及社会科学
的众多领域。
作者根据国家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措施，从哲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出发，运用人的发展理论、教育内源论、知识社会学、权利本位论、法人自主权理论、内生
增长理论、人力资本论、知识经济论等多种理论研究成果，开拓性地对教育优先主题进行了全面、广
泛、深入的研究，指出教育优先的哲学含义是人的自由优先，教育学含义是促进人的发展优先，法学
含义是受教育权优先；提出了教育活动优先、教育关系优先、教育事业优先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等新
的重要范畴；全面论述了教育优先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为教育立法和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意见和建议，在教育政策和教育法学研究领域具有原创
性和突破性，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的诸多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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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霄兵，男，出生于贵州遵义。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82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2003年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2006年完成吉林大学法理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现任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教育部法制办公室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学术兼职有北京大学、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
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长期从事教育法学、教育政策研究和文学创作。
著有《外国教师法选编》（1991）、新诗集《微笑之境》（1996）、中国古典诗词集《青枫时节》
（2002）、《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史哲学的范式》（2003）、《教育的公正与利益——中外教
育经济政策研究》（2004，合著）、小说《中途》（2005）。
近年主编《中国民办教育组织与制度研究》（2003）、《学生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2005）、《
义务教育法释义》（2006），发表论文《新修订的的法理创新》（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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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教育优先研究的方法论第一章 教育优先的研究方法第一节 优先概念的基本含义和意义第二
节 教育优先主题的提出第三节 教育优先主题的研究方法第二单元 教育优先研究的性质论第二章 人的
发展优先第一节 教育的性质第二节 教育优先是人的发展优先第三节 教育优先对于教育发展的作用第
三章 受教育权优先第一节 受教育权优先的法律史由来第二节 受教育权优先对于教育优先性质的根本
揭示第三节 受教育权优先决定了教育优先的实现程度和水平第四节 受教育权与其他权利的优先比较
第三单元 教育优先研究的现象论第四章 教育活动优先第一节 教育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作
用第二节 教育活动优先的知识社会学基础第三节 教育活动对其他社会活动的优先第四节 法学视阈中
的教育活动优先第五章 教育关系优先第一节 教育关系和教育社会关系第二节 教育法律关系第三节 教
育法律关系优先第四节 教育法律关系对宗教法律关系的优先第五节 教育法律关系对行政法律关系的
优先第六节 教育法律关系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优先第七节 教育法律关系对刑事法律关系的优先第六章 
教育事业优先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含义和特点第二节 教育事业优先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第三节 国家保
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法律制度第四节 当代中国教育事业优先的政策及其发展第七章 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第一节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战略学分析第二节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教育学分析第三节 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的经济学分析第四节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法理学分析第五节 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
讨论和立法思考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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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优先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　教育优先主题的提出：　　要想开展研究，首要的
是确定研究的主题。
不仅如此，还必须确定，这个主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的，是否重要。
古往今来，人们在研究教育的性质和作用的问题时，选取了很多的角度，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
教育的性质和作用在不同的时代也体现为不同的认识。
强调教育的优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教育与优先之间有着性质上的联系。
研究教育优先，是打开认识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之门的一把钥匙。
或者说，教育的作用和功能，从优先的角度去认识，就可以获得进一步明确的解释和更为深刻的认识
。
那么，如何提出教育优先主题呢?我们认为，对于教育优先这一主题的提出，可以在三个维度上加以认
识。
　　一、教育优先的现象提出：　　教育，最初是作为个人生活现象和社会现象被观察、感知到的。
教育现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关系，与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许多有利于教育的现象，都是属于教育优先的范畴的。
我们对于教育优先的认识，是从这些现象和感受开始的。
这就决定了教育优先的研究遵循的是从现象出发的路线。
　　我们观察感受到的这些教育优先的现象，有的是在现成的政策、法律和理论框架中被解释的；有
的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解释。
也就是说，在观察到这些教育优先的现象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思考教育优先的政策意义。
　　许多国家法律对于教育中优先的问题进行了规定。
1980年8月11日《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第十九条规定：“父母有优先教育其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应对这种权利的行使提供特殊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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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优先法理研究》根据国家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措施，从哲学、教育学、法
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出发，运用人的发展理论、教育内源论、知识社会学、权利本位论、
法人自主权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论、知识经济论等多种理论研究成果，开拓性地对教育优
先主题进行了全面、广泛、深入的研究。
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的诸多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优先法理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