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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研究是一种历史研究、文本研究，是将人类历史长河横截一个百年片断进行品味与反思。
恰巧这一百年正值中国教研制度发端、定型与不断演进的时期，中国百年教研制度审视，就是对这一
片断的教研制度的过程梳理、文本解读、属性判断、价值伦理分析和应然求索。
　　教研制度是教育研究领域的行为规则体系，是教育研究在整个教育领域、科学领域、管理系统和
文化层面的关系束，包括教育科研制度和教学研究制度。
而教育研究则是关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包括宽泛的教育科研和实践层面的教学研究。
如果教育要建立在“来源于理论研究及历史和跨学科研究、客观的观察和实验，以及教育家的经验”
①的科学标准的基础上，教育研究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这种研究可以是自发的、个体的、零碎的，其动力既可能是职业或事业的需要、生存之需要，又可能
是研究者感受到来自某一方面的压力，比如学生、社会或政府的压力；也可以是自觉的、单个的或集
体的，无需外部压力，完全是研究者的一种热爱；还可以是目标驱动的、协作的，其动力完全来自外
部，包括政府和社会某些群体。
只有当这种研究需要成为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需要规范、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各种关系，
需要分配有限研究资源的时候，正式的教研制度才有可能应运而生。
历史地看，教研制度的形成与演进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教育的特殊性，包括教育本身的迟效性
、教育质量或者成效显现的滞后性，以及教育质量检测的高难度系数，导致了教研价值的隐蔽性，并
进而使人们对整个教研制度的关注时隐时现。
而且，教研制度本身的多重属性，更加重了这项制度研究的边缘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科学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的研究已逐步深入，而有关教研制
度的研究起步很晚，研究的视阈也仅限于实践层面，严格说来，教研制度的理论研究在此前还是一片
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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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百年教研制度审视》运用历史研究和制度分析方法，系统论证了中国教研制度的发端及形态演
进、教研制度属性与制度伦理，总结了新中国特色教研制度的历史功绩与基本经验，提出了当代中国
教研制度改革创新的思路，为解决宏观教育管理、教育财政和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以及教育科学发展
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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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劲松，湖南衡阳县人，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
究所书记、副所长，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教育理论与教育发展战略学科评审专家、职业教育学科评审
专家，湖南省人事厅社科评审专家。
2000年以来，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和湖南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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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考证20世纪以前中国是否存在过教研制度，就必须对这一制度加以清晰界定。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教研制度应该是指的正式教研制度。
否则，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或者教育史中，我们就无法进行准确的分析。
按照现代的话语，这个制度应该是“政府关于教育研究的相关决定、教育科研体制（教育研究机构系
统及隶属关系）、教育研究管理条例、各种教育研究团体（组织）章程、教育科研课题管理规程等”
。
然而，要全面地精确地核实全部相关内容，由于时代久远恐怕已无信史可查。
我们可以做的是考证各个具体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设置的专门教育研究管理机
构或教育研究机构。
　　1.政府学术研究机构及相关政策考略　　既然是要研究正式教研制度，那么，就可以把“政府”
出现之前的人类漫长历史时期排除在本研究的系统考证之外。
在中国原始社会，特别是“原始人群”的一百多万年的历史时期，由于没有政体存在，当然不存在正
式教研制度，尽管中国远古教育在此期已开始产生。
到二三十万年前至五万年前，即考古学所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母系氏族公社形成，此后发生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或社会经济革命，即生产经济与攫取经济分离，再到大约五千年前父系氏族
公社出现，农业与手工业分离，阶级分化现象出现，进而大约在五帝时期一直延至公元前2l世纪，私
有制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原始社会终结，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代出现，中国历史跨
人阶级社会门槛。
这时，已经出现刻画符号传授的游离于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之外的，具有专门化特征的教育形式，学
校和“家学”开始萌芽①。
但此前的所有时期，均因未出现政府而不存在正式教研制度。
本研究的考证就从这里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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