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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研究》主要内容简介：社会公平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
进步的重要尺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观念在教育系统中
的延伸和体现。教育公平被视为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达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
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的利益当做自己的根本利益，把追求教育公平作为自己的教育理想。在长
期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推行教育公平的经验，形成了
完备的教育公平思想体系，对这些经验和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和提炼，对推动我国当前的教育公平实
践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研究》试图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历史考察，分析中国共产党
教育公平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内容，探讨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历史地位，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推行教育公平思想、推进教育公平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找出中国共产党在追求和推行教
育公平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揭示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和实践对我国教育事业以及整
个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推进教育公平
的顺利实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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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惠敏，女，湖北浠水人，1965年4月出生。198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1987
年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94年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1996年获教育
学硕士学位。2004年考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学通识教育、教育公平、性别教育。主持和参加省
、部、校各级科研课题20余项。在《高等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中国高教研究》等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出版、主编、副主编、参编著作
共10部，获得省部、校级各种学术奖励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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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一、选题缘由和意义二、相关概念界定（一）平等和公平（二）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平等和教育
公平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一）国外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现状（二）国内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现
状（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教育公平思想的研究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一）研究思路（二）
研究方法（三）本书的基本框架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思想来源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
公平、公正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一）马
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平、公正的理论（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相关论述二、中国传统的“有教无
类”等优秀教育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又一来源三、西方教育机会均等思想、教育民主化
运动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四、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是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公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历史考察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至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初步形成（1921-1936）（一）“五四”时
期至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教育公平思想（二）中国共产党创建至土地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初步形成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逐渐
成熟（1937-1948）（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1937-1945）（二）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1946-1949）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
丰富和发展（1949-1977）（一）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
（1949-1965）（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1966-1976）四、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创新和完善（1978-）（一）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末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
平思想（1978-1999）（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2000-至今）第三章 中国共产
党教育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对教育公平的实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一）对教育公平实质的认识
（二）对教育公平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二、对中国教育公平状况及实现教育公平的途径的认识（一）对
中国教育公平状况的认识（二）对实现教育公平的途径的认识三、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核心：
教育平等——教育公平的标志和追求的目标（一）普及义务教育，使人人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二
）发展妇女教育，促进男女教育平等（三）发展民族教育，促进民族教育平等（四）推动贫困地区教
育的发展，促进地区之间的教育平等（五）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环境，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平等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特点和历史地位一、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主要特点（一）实
践性：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教育公平之路（二）群众性：始终把工农劳苦大众作为
推行教育公平的主要对象（三）丰富性：从内容、途径到保障制度和策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教
育公平思想的丰富内涵二、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历史地位（一）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是对
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二）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
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公平思想和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为我国教育
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第五章 关于中国教育公平的现实思考一、中国教育公平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的城乡差距较大（二）教育的地区差距突出（三）教育的阶层差距明显（四）教育的性别差
异依然存在（五）弱势群体教育环境尚需改善二、以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为指导，不断推进教育
公平实践（一）确立教育的主体地位，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二）正确处理教育公平与效
率、“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三）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为促进教育公平提供
物质保障（四）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建立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结束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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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平等、教育公平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许多有关教育平等、
教育公平的理论，如美国科尔曼的教育机会均等理论，分析了教育公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提出
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四项内容，即进入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参与教育的机会均等，教育结果均等，教
育对生活前景机会的影响均等。①瑞典胡森的教育机会均等理论，指出教育平等包括个体的起点平等
、中介性阶段的平等、个体的最终目标性子等，认为通过把教育平等作为制定和施行教育政策时的一
项目标或一组指导原则，促进入学和学业成就上的机会更加平等，将有助于社会经济方面取得更大的
平等。②美国詹克斯的教育公平理论认为，教育不公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育资源的不平
等；第二，学生就学机会的不平等；第三，一些学生选择课程之间机会的不平等。法国国立研究
所1979年发表了关于1965年以来“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社会学”的综合报告，概括了教育不均等的主要
因素有：第一，受教育的愿望与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第二，学业成绩与家庭的教育背景；第三，社
会语言方式、社会监督与学业成绩；第四，文化欠缺和认知能力上的差别。另外，美国教育学家范迪
尼在他的教育公平理论中提出了“卓越教育方程式”，“卓越教育”的内容包括：第一，学习者各方
面能力的发展和才华的充分发挥；第二，真正的平等不是“排斥”而是“包容”，即不是只注意于少
数学生，而是所有学生有同等的学习权，即学校负有保障其达到设定的目标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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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质量还可以。参考书而已，看完一次就只能收藏啦。
2、理论罗列了一些，可以作为资料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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