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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迪所著的《当代中国农民的教育与自身发展》虽然是从中国的农民教育出发，是为了改善中国当前
的农民教育，但是眼光并不局限于中国、局限于当前，虽然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大相径庭，虽然新旧中
国的政府和农民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者却能够从全球视野中、从历史长河中，寻找农民在工业化、
城市化、市场化以及全球化过程中遭遇的共同问题和普遍规律，探索关于教育农民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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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运迪，新疆乌鲁木齐人，毕业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同时在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做跨学科合作
研究。
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农民教育问题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和《
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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