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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政策至少影响13亿人。
加强有关教育政策分析方法的研究，不仅可以为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科学参考，而且对推进教育决策
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
李钢博士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其专著《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即将付梓之前，邀我
审看文稿并讲些话，我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对他刻苦钻研的收获感到由衷地高兴，愿以此文顺致嘉
勉。
　　李钢入门时已近不惑之年，自知较晚便加倍用功。
用他的话说，就是“别人看一本书，我得赶紧看三本书”。
这在当时北师大教育类博士生中很有点儿名气。
2004年，他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顾老（明远）率专家组给出的评语是“优秀”。
此后，李钢荣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博士）生”，毕业后进人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做公
共政策专职博士后。
本书是在他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拓展而成的。
2005年，他到芝加哥大学等几所美国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又将不同类型分析方法进行了对照分析，
并充实到本书当中。
　　我认为，进入教育政策分析领域的博士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训练政策分析领域的学术感觉；二是
形成对政策的政治性与教育性关系的正确感受；三是寻找相对清晰的方法论边界。
应该说，李钢进入这一领域五年有余，在这些方面都有明显长进。
因此，本书给我印象较深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研究的切入点独特而新颖。
教育政策组织传播的重要介质是政策正式文本，文本的单元之一是话语，分析公共政策的话语特征，
是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关注的新领域。
李钢选取教育政策文本及相关评论文本作为切人点，采用较为规范的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分析
国家教育政策的形态和规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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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将话语作为教育政策分析的基本信息单位，选取大量有关教育政策的文本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
应用信息科学的若干原理结合社会语言学、传播学和文献计量等多学科的分析研究方法，专案对中国
国家教育政策的话语传播特征、教育政策变化过程中的内在机制，以及与国家教育政策制定有关联的
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政策的话语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国家教育政策发展所遵
循的规律进行了探索和认识。
作者之所以以话语分析方法为主来研究中国国家教育政策，是基于对马克思经典理论中有关“语言是
一种现实的意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一命题的思考和认识。
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从社会不同人群对教育政策的评论进行话语特征分析研究，能够从社会发展的
一些微观文化活动方面认识到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教育政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对于涉及国家教育政策有
关话题的228封群众来信、291件政协提案，进行了编码统计分析和主题分类研究。
从多种文本实证的角度反映自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别的群众主要关注的教育政策问题。
同时，通过对1989年到2002年《教育部政报》题录的计量分析，试验性地测量了国家教育政策传播的
信息老化期、政策传播的关键时间，并对国家教育政策的传播特征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
采用分专题实验研究的形式就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典型话语行为案例进行了叙事分析和话语属性评价
分析。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通过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行叙事分析，证实了在政策制定形成阶段，领导
讲话文本是确定教育政策战略行动的核心话语。
国家教育政策从总体变化上遵循着“渐进层递”的修补机制运行。
　　政协委员的提案是站在国家和组织所赋予的话语权利基础上，就教育政策的设计和决策中的问题
进行有针对性的参政议政。
他们关注的是教育政策制定与其自身所代表的组织利益之间的关系、政策执行当中涉及群体利益的调
整问题，其提案建议本身就带有社会阶层的政治价值观倾向。
　　在教育政策的执行阶段，群众来信按自发机制提出政策诉求，其知识背景是一种不完全政策信息
环境中的低语境状态，他们关注教育政策的具体执行问题与其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
群众来信的话语成为检验教育政策传播和执行情况变化的“晴雨表”。
　　在研究了大量有关教育政策话题的文本的基础上，作者总结提出了一种针对大数量的有关教育政
策的文本，精确判定整个文本集合主题话语分布范围的定性归纳与定量统计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
析内容摘要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并用此方法分析研究展示出社会各界别的人群对于国家教育政策
的不同话语诉求图景。
本文研究证实了国家教育政策在调整个人、集体、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利益关系之间所发挥的均衡作用
。
综上研究，作者在结论中提出促进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发展的几个条件，作为对新世纪国家教育发展的
政策建议，并就研究中所采用的话语分析方法在理论选取上表明了作者个人的认识态度。
　　本书是建立于“政策传播——社会大众反映”这条信息传播学理论路线之上的话语分析，属于有
关中国国家教育政策的多学科分析方法综合试验应用研究的报告。
本文研究的意义旨在为将来进行国家教育政策的多学科研究探索提供一项可供参考的基础研究，促进
社会公众更加系统、深入、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国家教育政策，促进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文
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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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钢，教授，山西人，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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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第三节　与本文研究有关的政治语用分析研究综述　第三章　教育政策话语分析的概念、方法
与分析策略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　　第二节　面向教育政策的话语分析理论　　第三节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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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波动性看各类政策话语之间的联系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话语与国家教育政策发展
机制——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叙事分析为例　　第一节　问题意识确立与选择教育政策叙事分析框架
　　第二节　有关全教会背景及主要报告内容叙述　　第三节　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变迁的两个阶段　
　第四节　国家教育政策发展的轨迹　　第五节　本章小结　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变化的“渐进层递”
机制　第六章　民间自发诉求教育政策的话语机制——以群众来信的话语特征分析为例　　第一节　
本章实验研究的材料、研究方法和前提假设　　第二节　公众书信的基本情况统计分析　　第三节　
公众来信的话语中蕴含着自发诉求教育政策的机制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来信中的自发诉求机制反
映了个体与国家教育之间的政策调适关系　第七章　话语与国家教育政策的触发机制——以政协提案
的话语研究为例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确定　　第二节　提案话语特征的统计分析过程
　　第三节　提案话语特征的综合解释　　第四节　本章小结　话语与国家教育政策的触发机制　第
八章　新世纪新政策新话语　　第一节　影响国家教育政策发展的文化认识维度　　第二节　确立一
种“循序渐进”的国家教育政策发展观　　第三节　关于本文写作的三点思考参考文献致谢附录　著
作中涉及的重要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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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知识构成　　第一章　教育政策话语分析的知识基础　　——多学科文化语境中的教育政策
观　　不同文化知识语境决定着对于教育政策的不同观念和认识，关系到教育政策的制定思维风格。
美国公共政策专家拉雷·N-戈斯顿(Lerry N．Geston)认为：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形成的现实过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决策权力。
而获取和维持这种政策决策权力的根本要素，在于政策制定者对客观机遇的把握和本人的知识能力。
①这种知识能力体现了一种决策意识的实际运用，这就意味着政策的决策者要坚持开放的文化学习意
识。
政策的决策有效性和价值观的判断并非体现于他曾经历过多少政策决策的语境，而在于他从中已经学
习到了什么，或者说是从决策的事件中感悟到了什么，学会做什么样的政策决策，以及决策前对于未
来的政策发展指向判断的准确程度。
进一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政策制定者本人思维的开放程度、理解能力和应变机智决定着其把握政策
决策的权力和机遇。
文化教育发展的稳定性要求战略型的教育政策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强调保持教育发展战略的稳定
性，以利于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但是具体的教育政策所面对的仍然是要解决随时出现的具体教育问题，尽管这些教育问题带有来自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思想意识等不同知识种类的文化背景。
教育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汲取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理解不同学科文化知识语境下，不同的学科的研究群
体对于教育政策的认识特征，以及他们对于教育政策所关注的不同焦点，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在不同的
学科文化知识语境之间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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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话语 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选取教育政策文本及相关评论文本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规范
的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国家教育政策的形态和规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文中所采用的文献编码统计法，符合科学规范，得到结果数据八千多个，《话语 文本：国家教育政策
分析》丰富的注释和图表，以及有关国家教育政策传播特征的定量分析模型，也令人耳目一新。
关于教育政策分析的方法是基本可靠的，作者进行的大胆探索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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