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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撰写，自200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反映前一年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状况。
宗旨是通过“报告”的撰写，及时总结、反思教育学科的发展，形成和强化研究者学科发展的自我意
识，并以年度报告的形式留下21世纪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轨迹，表达我们对学科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书中每一具体学科的发展报告都由“概述”、“进展”和“展望”三大部分组成，其中“进展”是
核心构成。
资料涉及面以2005年为主。
由于撰稿人员视野和时间有限，资料肯定不可能收全，这也是信息社会不可避免的缺陷和遗憾。
我们在努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把力气主要花在提炼上，花在对发展脉络的把握上。
本年度的分学科报告对各学科从2001——2005年的发展作了简要梳理。
总报告则把重点放在世纪初五年间学科发展状态的总体评析上。
这是本年度报告与以往的区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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