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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一辑十本专著放到我面前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兴奋不已
。
回想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全国从事教育理论工作研究的只有四百多人。
为了繁荣教育科学，当时我们呼呼恢复中央教科所、建立中国教育学会，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批准。
今天中国教育学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八十多万人，全国博士授权点已有几十个，一批中青年教育理论
工作者已经成为教育科研的骨干。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就是他们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成果。
怎不令人兴奋！
　　我与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是有感情的。
回想18年以前，1989年他们在大连召开第一次会议，要求成立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
众所周知，那时的形势，有些同志有点害怕。
但是中国教育学会的老会长张承先同志还是比较开放、很有远见的，认为应该支持中青年这种合理的
要求，中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教育科学的繁荣要靠他们。
学会就让我来联系这项工作。
我也认为，中青年的要求是合理的。
因为过去开会，总是老专家占据了讲坛，没有中青年学者讲话的机会。
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的成立给中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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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现实的教育关怀》从“对演进中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变革中教育政策问题的
探讨”、“对发展中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探讨”、“对运行中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探讨”、“对实践
中中小学管理问题的探讨”、“对操作中学校教学和德育问题的探讨”等六个方面对原有的文章进行
了筛选、归类和汇总，共辑入了作者的42篇文章，其中有2篇是属于刚刚完成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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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晓宏，1961年生，陕西省乾县人。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1年至2007年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副理事长，现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
理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学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管理评论》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管理学和教育基本理论。
著有《学校管理学原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合著有《管理学新论》（新华出版社
，1996）、《教育学原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普通教育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合作翻译有《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等。
在《教育研究》、《光明日报》、《中国教育学刊》、《学术界》、《比较教育》（英国）、《教育
展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有10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报刊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登。
主持国家“九五”规划青年基金课题“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中小学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与实验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效果研究”、教育部专项
课题“新时期中小学教师师德现状研究”、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重点项曰“后农业税时
期我区南疆四地州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研究”，承担国家“九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中英基础教
育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国家“十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师范院校学生素质的培养提高与课
程体系改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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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对演进中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复杂性理论与教育的复杂性研究教育功能与教育价值观念
人文精神、人文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教育与民族创新论创新性文化建设论教育继承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传统的主要任务与内容“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的真正确立对“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解读
第二编　对变革中教育政策问题的探讨关于在西部地区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制度的思考与建议教育财政
转移支付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于基础教育是否具有商品属性的辨析与思考教育公平是教育平等和教
育效率和谐发展的理想状态对教育连锁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一种值得关注的教育现象——教育连锁第三
编　对发展中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探讨后农业税时代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关于农村义
务教育财政投资体制改革的思考后农业税时代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需重视的几个问题废除农业税背景下
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思路与对策后农业税时代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下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展望将“新机制”多项政策落到实处第四编　对运行中高等教育
改革问题的探讨高等教育应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论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科建设劳动者：高等
学校教师法律地位的合理定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的党建工作影响现
代远程教育质量的要素及其子系统研究对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的反思第五编　对实践中中小学
管理问题的探讨校长负责制的再思考略论新形势下中小学校长的德与才浅谈学校管理目标的特性深化
教育管理研究推动教育管理实践英国中小学管理体制述略中英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办学体制
论第六编　对操作中学校教学和德育问题的探讨虚拟学习中“交互”研究的现状及启示怎样构建创新
型课堂教学英国中小学的教学特色索里和特尔福特论儿童创造力的培养孔子因材施教教育思想补证当
代青年政治价值观念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分析试析当代社会价值观念中的消极因素对学校教育的
负面影响朱熹《小学》中的德育思想拾粹中华民族“尚德”、“明德”、“用德”思想述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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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从矛盾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看，社会化教育与个性化　　教育相辅相成，互为决定，不能人
为分割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充满了矛盾。
矛盾的两极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
如果把个性化教育和社会化教育看做是教育发展的一对重要矛盾的话，那么将它们割裂开来，孤立起
来，无疑就是人为地肢解了这对矛盾，也就是割断了教育的内在联系和动力。
　　有关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但从他们的整体思想中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
主张和倾向。
他们认为：个人的使命，就是全面地发挥他们的各方面才能，使他们的自由发展和独立成为现实。
但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是以“个人间的联系”和社会制度为先决条件的。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
”①教育的任务在于使每个人摆脱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片面性，使其获得全面自由发展。
为此，教育必须介人社会。
个人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反对抽象的“人本学”理论，又反对形而上学的“环境决定论”，认定个人发展必
须符合历史的辩证规律。
　　个性化教育与社会化教育的辩证统一，在于它们之间的有机融合。
社会需要不是抽象的，而是由无数具体个人的需要体现出来的。
个人的需要也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能在社会需要中对位耦合的。
这就是二者能够相互锲入的认识依据。
以此出发，进而便可认为：个性化教育必须建立在社会化教育的基础之上，只有高度的社会化才能有
高度的个性化，缺乏社会化的个性只能是畸形的产物。
同样，充分体现个性化的社会化，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化。
因为，真正的社会化是由无数丰富而健康的个性体现和衬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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