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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

前言

　　当前的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已经行进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个新的起点同时也是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关键点、转折点。那么，在这个起点、关键点、转折点上前行，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
成绩的基础上，教育改革和发展应当树立新的导向。我们认为，新的导向应当包括以人为本的导向、
知识社会的导向和依法治教的导向。　　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导向。以人为本是一个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和教育发展的思想原则，凝聚着新时代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不是仅仅只考虑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和
民生需求，不仅仅是让人们盆溢钵满、脑满肠肥，更为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的天资和潜能充分涌现，
让每个人先天本来的优势和特点在后天得到呵护和培养，成为一个通过自己的创造和劳动获得幸福和
愉悦的人；一个对于他人和社会能够提供欢乐、贡献和价值的人；一个一旦离去会让人怀念、回忆和
惋惜的人。每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中得到自由，而同时又能够促进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得到更多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改革发展的着力点要转移到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上来。教育要更加关心人的成长
、关心学生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成长、关心他们在成长中的具体特点和需求，并由此出发去构建政策
措施、法律规定和教育体制，形成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当前，特别具有意
义的是，着力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体制，核心是要破除制约以人为本的政策障碍，修改不适应人的发
展的政策规定和法规规章。以人为本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把
自己的立足点牢牢确立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深入思考和着力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体系、学校体系和
教育制度，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营造全新的教育氛围和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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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

内容概要

《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作者长期致力于我国教育宏观政策研究和法制建设，亲身经历了一系列国家
教育方针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度设计过程，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
深切的体会，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系统的思考。《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汇集了
作者长期以来对教育问题深度研究思考的成果，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对教育问题的理性透视和人文关
怀，内容涉及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目的、教育发展战略、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依法治
教、教师发展等主题，既有对重大教育理论、教育制度设计的超前探索，也有对具体教育政策和制度
的分析研究，不论是对教育理论研究，还是教育实践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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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霄兵，男，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文学学士、教育学博士、法
学博士后。现任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教育部法制办公室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大学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教授。著有《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
史哲学的范式》 （2003）、 《教育的公正与利益——中外教育经济政策研究》 （2004，合著）、 《
教育优先法理研究》（2007）等，出版新诗集《微笑之境》 （1996）、古典诗词集《青枫时节》 
（2002），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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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

书籍目录

一 教育新形势新任务论中国教育创新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顺应时代要求科学谋划教育蓝图深刻把握教
育形势任务推进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建设和制度创新大力加强教育政
策研究与法制建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服务教育性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二 教育目的大
力促进教育公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以人为本为核心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指
导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教育者的价值观热爱教育就要优先支持教育培养社会主
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应当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目标三 依法治教教育法治：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
目标和基本保障教育法哲学论纲教育法律的法理性质及其法学价值中国的终身教育立法青少年社会教
育要突出法制意识的培养强化教育法律责任保证教育法治实施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原则与政策加强安
全管理构建和谐校园中国教育发展与保险业的进步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提高依法治教
水平推进教育管理创新把握关键环节提升依法治校水平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应
对WTO，教育法制建设“大提速”四 义务教育要重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义务教育法》的出台背景
和主要内容新《义务教育法》：为保证顺利实施义务教育提供法律保障农村教育政策的弱势局面开始
改变新《义务教育法》体现了以人为本保障权利的立法理念和指导思想用新的理念统领义务教育发展
关于《义务教育法》修订背景及主要问题的思考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法理创新建立新的义务教
育经费分担体制五 高等教育加强自学考试制度建设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在法治基础上构建现代大学制
度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的进程与展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成就及其发展方向重视高等学校法律纠
纷的处理与防范在校大学生结婚，不限制，不鼓励加入WT0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法律治理六 民办教育独
立学院制度建设的新发展法制是民办教育发展的保障《（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教育发
展的促进民办教育要积极发展，规范管理，改革创新中国大陆民办教育的发展与立法中国民办教育发
展的特点趋势与政策导向波兰的非国立高等教育俄罗斯的非国立教育巴西的私立教育七 教师发展人民
教师崇高品格光照千秋教师队伍10年建设成绩巨大教育工会是维护教师权益推动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
力量积极稳妥推行教师聘任制加快教师任用制度改革美国高校教师管理的几个问题开展师资管理研究
推动师资管理改革调整师资队伍结构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民国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管理办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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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更多强调的是传承。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求我们不但要重视传承，更要注重
创新。当前中国不仅缺乏传承，更缺乏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最需要的是教育的创新。教
育是全社会唯一培养人的事业。从根本上说，教育创新是人的培养的创新，是促进人的发展的创新，
关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一，教育理念创新。教育理
念的创新，也可以称为教育指导思想的创新。教育理念的创新对于整个教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科学
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教育创新提供了思想基础、核心理念和发展方向。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把人
的全面发展放到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位，放到教育评价和教育质量衡量的第一位，而不是把人的工具
性或者实用性的发展放到第一位。全面发展并不排斥个性的发展。要注重体现和发展个性，克服千人
一面、千校一面的状况。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要特别注重人的道德的发展。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求在
具体的教育管理上，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给予学生人性化的管理和关怀。这就要求不断革除那些
不是从以人为本出发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让受教育者生动活泼地、自主地进行学习和思考；不断
革除陈旧落后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从以人为本出发调动千百万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生
动活泼、生机盎然的教育局面。　　第二，教育体系创新。创新教育体系的目的是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这需要在三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公办教育要与民办教育相结合，二是国民教育要与终身教育相结
合，三是学历教育要与培训教育相结合。首先，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相结合，是办学体制改革的深化
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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