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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比较视野》

内容概要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4辑）：教育的比较视野》中汇集的是我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以来的
部分研究心得。出版这本自选集，为回顾自己作为比较教育研究者的成长与发展历程提供了很好的契
机。

1989年9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就注定与比较教育研究结下了一生之缘
。1990年参加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年会所提交的论文《美国教育改革：80年代与90年代》被《外国教育
动态》（《比较教育研究》前身）杂志选中刊登在2001年第4期上，更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鼓励，也坚
定了我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决心。

1992年7月取得硕士学位之后，留在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工作。此后尽管工作单位有所调整，
但是一直在东北师大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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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饶从满，1966年生，安徽六安人。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
副院长，教师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日本学会理
事，长春市政协常委，吉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常务理事。　　1998年12月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2000年10月-2002年9月，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资助在日本名古屋大学教
育发展科学研究科从事博士后研究。1985年7月-1988年8月，任教于安徽省六安县三十铺中学。1992年7
月以来，一直工作于东北师范大学。其间于2006年11月-2007年5月，被东京学艺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工作于东京学艺大学教员养成课程开发研究中心。　　先后主持了“国外公民意识教育研究”、“战
后日本道德教学理论研究”、“中小学教师职业生涯周期实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国家教育
改革与发展比较研究”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9项；在《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
育研究》、《道德教育》（日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
育》、《当代日本职业训练》、《当代日本小学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等著作和教材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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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
　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考察
　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战后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学校道德教育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道德教育与日本的教育病理
　日本道德教育的方法特征
　战后日本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嬗变
　战后日本道德教育论的特征
　愉快有效的道德教学何以可能
　主体性与综合性的交融：综合单元性道德学习论解析
　“一个主题两课时”的道德两难教学过程模式述评
　全球化与公民教育：挑战与回应
　主动公民教育：国际公民教育发展的新走向
第二编 教师教育研究
　德国教师教育的演进
　德国教师职前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反思型教师与教师教育运动初探
　反思型教师教育模式述评
　中国教师教育的改革动向与课题
　中国教师在职教育的历史、现状与课题
　关于教师教育一体化的认识与思考
　国际新教师专业特性论介评
　教师发展若干基本问题辨析
　教师合作：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第三编 教育制度与改革研究
　战后日本职业训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战后日本职业训练管理体制研究
　政府、市场与战后日本的职业训练
　日本企业的新职工教育
　日本学位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强化研究生院的人才培养功能
　走出义务教育的困境
　关于东北师大本科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
　优化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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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比较视野》

章节摘录

　　一、从现代化角度研究道德教育的意义　　现代化研究是近3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衍生出的新
兴边缘学科。促使其形成的基本动因和大背景是战后高科技革命带动的现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由第
三世界工业化推进的世界现代化第三次大浪潮。世界经济、政治与各国社会发展的日益一体化与全球
化趋向，使以往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学科划分无法适应需要，于是现代化研究应运而生。　　关于现
代化，学者们的解释是见仁见智，就连现代化的定义也难以达成共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学者们对现代化的解释众说纷纭固然与研究客体即现代化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主体
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因而研究方法存在很大差异有关，但
人们把对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的探讨与作为普遍概念的现代化的沉思混为一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日本学者十时严周早有所言：“现代化作为一个术语出现混乱的基本原因在于，人们把对‘现
代化’过程规律的探讨与‘实现现代化’的规范性方向的探讨混为一谈。人们常常不去解释现代化过
程的普遍规律，而是首先设定‘实现现代化’的理想概念，然后根据人类社会变迁的特定的和理想的
规范，从常识出发，断定一切人类社会从过去到现在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演进过程，甚至断定将
来所有社会也将如此变迁。和进化论者一样，他们首先将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特定原理作为大前提，
在此前提下解释迄今为止以及未来人类社会变迁的秩序问题。按照某种特定的价值标准设定一种理想
状态，然后不是去搞清这种价值标准的客观依据，而是主观将个人理想的观测与断断续续的经验贯穿
起来：目前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论战正是处于这种前科学的混沌状态。”②虽然这番话是对早期现代化
理论缺陷的指摘，但是综观当今的现代化研究，仍然有许多研究者不自觉地就落人了上述的陷阱。　
　所幸的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上述缺陷很早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针对早期现代化理论框架的
偏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Black，C.E.）教授提出
了用比较历史的方法和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现代化研究的主张。他主持的研究小组首先对俄国和日本的
现代化进行了比较，出版了《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份研究报告》（1975年）和《现代化的动力》
（1967年），为现代化研究指出新的方向，并大致反映了现代化理论主流派的新近研究动向与水平。
①已故的罗荣渠教授在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则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现代化研
究水平。②罗荣渠教授基于“历史学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对于现代化的总体认识，对于现代
化内涵的各种分歧看法与争论，只有对现代化的实际历史进程和大趋势有较好地把握之后，才有可能
得到解决”这样的深刻认识，“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
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③，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宏观历史
学派，把由布莱克教授等开创的比较历史学派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依据比较历史学派特别是宏观
历史学派的思想，“现代化”就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分析社区性变迁的一般概念和方法，也不
是用若干抽象变项构成的超时空分析架构，而是以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为研究客体，旨在揭示其内在
规律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其研究范围在时空上与世界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大体重叠，但同时又着眼于
当今与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向，是对整个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宏大领域。　　现
代化研究作为代表国际学术界最新发展方向的领域，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中极富活力和前途的学科成
长点。它不但使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契合，使之与中国及世界现代化的大潮更加贴近，而
且使社会科学自身也在发生新的分化与整合，给老的人文学科注入新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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