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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理论创新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总结我党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基本经验的部分，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作为第一项基本
经验；在如何全面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部分，又把“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理论发展的
新境界”放在第一条。
为什么理论创新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对此，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我们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同志，在学习和贯彻十六大报告精神过程中，不仅要深
刻理解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而且要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本职工作和本专业的实践，充分
发挥教育理论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先导作用，不断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见解，为教育理论创新作出
贡献，从而全面推动教育创新，尽早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为了全面展示和系统总结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状况和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并促进教育理论建设在已
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开拓，中国教育学会决定从2002年起，编纂大型教育学术年刊《中国
教育科学》，为教育理论创新提供一个学术研讨的园地。
编纂《中国教育科学》年刊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精品意识，强调内容要有较高的
科学性、学术性和权威性；坚持在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以及在理论指导下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
创新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年刊第一卷，即《中国教育科学》（2002），收录了上一个世纪最后几年到2001年也即世纪之交教
育科学研究的成果；部分学术论文是在本刊首次公开发表。
《中国教育科学》（2003）相应选收2002年全年的教育科研成果，以后各年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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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科学2003》内容简介：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理论创新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总结我党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基本经验的部分，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作为第一项基本
经验；在如何全面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部分，又把“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理论发展的
新境界”放在第一条。
为什么理论创新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对此，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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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论试论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创新教育研究要为教育创新作出更大贡献应对人世：全面提高
教育国际竞争力WT0与中国教育树立新的教育理念迎接加人WTO的挑战社会转型与教育的重新定位也
谈更新教育观念关于我国教育发展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编制云南教育事业“十五”计划若干问题的思
考第二编 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史人的主体性与主体性教育论“以人为本”和“育人为本”的教育观—
—再论教育的出发点问题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兼谈“真”问题的判断标准以“有涯”
追“无涯”以“严谨”求“真知——瞿葆奎教授谈治学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新基础教育”课堂
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之二政策型研究者和研究型决策者当前教育理论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论高
师教育学专业的改造论反思性教学新世纪拒斥这样的教学论——主流教学论困境的根源及其走出谈情
境教育的课堂操作要义素质教育的生命发展意义关注审美育人促进全面发展综合实践活动：基本理念
及其具体实施试论研究性学习的性质教师培训：补充还是转型案例教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关于
教师专业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参与式教师培训的实践与反思小学教师养成方式变革与初等教育学课程使
命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关于中国教育史研究诸问题的通信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转化
——晚清书院嬗变的历史考察  试论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编 教育心理论教师的自主
与创新心理学为现代教育提供理论基础语文阅读过程分析与语文阅读教学学科问题解决思维策略的训
练研究教学心理学情感维度上的教学内容处理策略中小学生审美心理结构的发展与教育小学生社会技
能的发展与培养第四编 比较教育终身学习与比较教育比较教育：话语与权力研究主体和接受主体的“
知行合——比较教育理论建设跨文化的哲学对话WTO框架下中国比较教育的历史使命论科学哲学与霍
姆斯比较教育方法论大学办学理念：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特殊教育师资培育比较研究美国大学与学院董
事会成员的职业构成——10所著名大学的“案例”  “择校”政策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中国与欧
美国家的比较  第五编 德育关系中的人：当代道德教育的一种人学探寻对德育主体及其作用的几点认
识道德教育的实践目的论秩序感是儿童道德成长中的重要情感资源在网络条件下努力提高中小学德育
的实效性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中生理想教育的分析与对策第六编 教育管理把教育专业自主权回归教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理论的创新与实践探索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的辩证思考经济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管理的政策选择自己动手，解剖麻雀——教育事业管理的体会之应注重以学校为主
体的校本管理学校特色和校本发展策略多元、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管理体制的构建美国现代教育管理
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中国化问题第七编 基础教育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方略的政策分
析论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新理念多元文化与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深化课程改革的理论思
考——学习《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札记课程建设的双重任务从学校的层面上看课
程整合关于地方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为学生创设自主学习的课程环境——芬兰、瑞典两国高中课程改
革考察报告  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优质高中资源扩张与区域教育协调发展高考改革中的全局观“
学前教育”辨析解读“儿童中心观”——一种历史的眼光幼儿园生态式融合课程研究在农村税费改革
背景下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探讨第八编 高等教育高
等学校的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教师职业专业化：21世纪高师教育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我国高等教育财政
体制变革探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分析我国社区学院建设刍议高
等学校本科课程编制的层次问题⋯⋯第九编 职业技术教育第十编 教育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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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2年9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在这篇讲话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教育创新的思想，首次把教育创新提高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高度。
并且强调教育是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的基础，从而把教育提高到从所未有的地位。
这篇讲话对于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文
献。
一教育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迫切要求。
江泽民同志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从国运兴衰，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教育创新的。
他深刻地分析了时代的特点，指出“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
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重要位置。
”今天，知识经济已显端倪、信息社会初具雏形、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知识的生产与创造正日益成
为社会的核心生产部门和发展的动力机制。
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做到知识创新，我们就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
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在这次讲话中，他把教育创新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途径。
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
他说，“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教育还要为各方面
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
”重视教育是我们党一贯的战略方针。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教育理论，提出不仅要重视教育。
而且要重视教育创新，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
质的劳动者、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科学（2003）>>

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科学2003》：中国教育学会组编、教育学分会协编：权威性全国教育学术团体、教育类核
心期刊等推荐：代表性全国教育学术成果荟萃：全面性每年一卷：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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