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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法学入门》是一部以教育学、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一线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学
校管理人员等为读者对象的教育法学基础教程。
本书从宪法和行政法的两个视角来审视教育法的课题，从宪法对权力进行保障的角度探讨教育法的法
理与法则，又从行政法的层面来探究教育法的制定、贯彻与执行。
既理论的阐述辅之以案例的评析，使本书兼具理论探索和实践引领的作用，可以作为学习者学习教育
法学的基础教材，也可以为教育行政、学校管理方面的实践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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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欣，女，1963年生，上海市人，上海大学法律系毕业，1991-2001年留学日本，攻读日本国立神户大
学大学院法学硕士、法学博士课程。
1996-1998年为加拿大约克大学Osgoode法学院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信息公开法、教育法。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常务副系主任、副教授。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上海法学教育研究会干事，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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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随着对教育法认知的不断加深与提高，人们对教育法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也在不断地丰富与拓
展。
其中尤其是对教育法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基于任何理论研究的目的都是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原则，那么建构教育法学亦就必须体现三
大特点。
（1）解释性。
所谓解释性是指能够运用理论来解释教育法律现象和教育法律的问题。
就实际的状况来看，法律的适用过程并非只是法官和律师对这些法律规定的直接或简单的套用。
因为法律条文对法律适用的条件只是作了一般性的规定，由于每个案件又各具具体的特点，所以就必
须对这些法律条文的适用性进行司法解释和推理，同时根据这些解释和推理来裁决具体的案件。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法律的解释和推理并不是单方面地凭法官或律师的主观性诠释，它需要依据一定
的理论来对法律文本的内容、法律文本的目的和具体案件进行合理的论证。
在这里，教育法学理论则是对教育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和推理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2）预测性。
就理论知识而言，其不仅能解释现实问题，而且还能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教育法律问题并能予以解决
。
换言之，教育法律的制定者一般是在已经出现的、急需用法律解决的基础上来制定教育法律规范的，
其目的亦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组织或个人的教育行为进行法律规范。
因此教育法理论也就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和对未来问题的预见性。
（3）指导性。
任何理论的存在和发展最终都要看它是否能够指导人们解决现实的和未来的问题，教育法理论也不例
外。
如果教育法理论不能指导人们解决教育法律的实践问题，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能称为有效的理论。
②除此之外，我们还需强调指出的是，教育法理论与教育法实践的关系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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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法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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