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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中等教育强调选择和突出智

力的模式受到挑战。1913年，美国教育协会成立了“中等教

育改组委员会”，研究中等教育的职能和目的的问题。1918

年委员会提出了《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指出美国

教育的指导原则是民主观念的原则，应使每个成员通过为他

人和为社会服务的活动来发展他的个性。为此，中等教育的

目标可以概括为7项：即健康、掌握基本的方法、高尚的家庭

成员、职业、公民资格、适宜地使用闲暇、道德品格。为了

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建议改组学制，建立一个中等教

育与初等教育相衔接的学校系统。其中，初等教育和中等教

育各为6年，中等教育可由初级阶段教育和高级阶段教育组成

，每段3年。中等教育在包容所有课程的综合中学进行。《中

》的报告在美国教育史上是一份有影响的报告，它不仅肯定

了美国的6-3-3学制和综合中学的地位，而且也提出了中学是

面向所有学生并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2、“八年研究”计划

：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中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升学和就业的

矛盾。为此，1930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成立了“大学与中

学关系委员会”，研究大学与中学的关系问题。委员会制订

一了项为期8年（1933-1941）的大规模的高中教育改革实验研

究计划，即“八年研究”计划。当时在200所中学中选出30所

中学，故实验也称“三十校实验”。“八”计划实验的主要

特点为：参与实验的学校面广，有代表性；实验研究以进步



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实验学校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实验主

要围绕教育目的、教育管理、课程和方法等问题展开，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八”计划通过对美国中等教育与大学关系

的研究，提示了中等教育的许多问题，对美国教育改革的发

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国防教育法》：进入50年代以后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教育上又面临着改革

。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后，改革教育的呼声更为高涨

。1958年9月2日，美国总统亲自批准颁布了《国防教育法》

。其主要内容有：加强普通学校的自然科学、数学和现代外

语的教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强调“天才教育”；增拨大

量教育经费，作为对各级学校的的财政援助。以后，《国》

的内容又不断得到修正。《国》的颁布有利于美国教育的发

展，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培养科技人才。 4、《

史密斯休士法》：1917年，美国通过了以史密斯和休士联合

提出的职业教育提案，史称《史密斯休士法》。法案的主要

内容有：由联邦政府拨款补助各州大力发展大学程度以下的

职业教育；联邦政府与各州合作，提供工业、农业、商业和

家政等方面科目的师资训练；在公立学校设立职业科，把传

统的专为升学服务的中学改为兼具升学和就业的综合中学。

《史》的颁布，对美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5、初级学院：19世纪后半期，美国高等教育的目

标和自身结构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关注。1892年，芝加哥大学

校长哈珀率先提出把大学的四个学年分为两个阶段的设想。

第一个阶段的两年为“初级学院”，第二个阶段为“高级学

院”；同时也把课程分为两部分。同一年，加利福尼亚大学

也对学校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了“初级证书”制度。这种制



度的设想也是把大学分为各为两年的两个阶段。初级学院思

想的提出，对美国高等教育自身结构的改革产生了影响。20

世纪初，美国的许多州建立了初级学院。二战以后，美国的

初级学院面向地方发展的需要，改称为社区学院。 6、《教

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

后，为了改革日本的教育，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教育基本

法》和《学校教育法》。②《教育基本法》和主要内容有：

确定教育必须以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和平的公民及社会的

建设者；全体国民接受9年义务教育；尊重学术自由，培养国

民的理智；公立学校禁止宗教教育；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同

校；尊重教师，提高教师的地位等。③《学校教育法》是《

教育基本法》的具体化。其主要内容有：废除中央集权制，

实行地方分权，削弱文部省权力，新设地方教育委员会管理

学校事务；采取6-3-3-4单轨学制，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原来

的6年义务教育延长到9年；高中以实施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

为目的；将原来的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统一成为单类型

的大学等。④《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颁布，否

定了战时军国主义教育政策，为战后日本教育指明了发展的

方向。 7、统一劳动学校：①1918年，苏俄开始讨论建立新的

学校制度问题。10月通过了《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统一

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又称《统一劳动学校宣言》）。②《

统一学校劳动规程》强调劳动在学校生活中地位，取消一切

必要的、合理的教学制度，取消教学计划，废除教育和家庭

作业等。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它毕竟是苏联教育史上第一个

重要的教育立法。《统一劳动学校宣言》是对《统一劳动学

校规程》条文的具体说明。③根据《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



规定，凡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的苏联的一切学校（除高等

学校），一律命名为“统一劳动学校”。所谓“统一”，是

指所有的学校为同一类型的学校，是一个不间断的阶梯；所

谓“劳动”，是把劳动列为新学校的课程，使学生通过劳动

认识世界。“统一劳动学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级学校招

收8-13岁的儿童，学习期限为5年；第二级学校招收13-17岁的

少年和青年，学习期限为4年。④“统一劳动学校”的建立，

反映了苏联初期教育改革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组织、有计划、

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是以教育现象

为对象，以科学方法为手段，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以获得

教育科学规律性知识为目标的一整套系统研究过程。 9、教

育科学研究的效度：所谓效度，是指所进行的研究是基于事

实或证据的，是能够被证明的，是有效的。具体地说，效度

包含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内在效度是指研究结果能被有把

握地准确解释的程序；外在效度是指研究的结果能被推广到

更大人群和其他条件的程序。研究的效度指结论的准确性（

内在效度）和结论的普遍性（外在效度）。两种效度都只是

度的问题。 10、教育科学研究的信度：研究的信度是指研究

方法、条件和结果是否可以重复，是否具有前后一贯性，即

研究的可靠性。内在信度指在给定的相同条件下，资料收集

、分析和解释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外在信度涉及的是

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能否在相同或相似的背景下重复研究并得

到相同或相近的结论，它指的是重复性。为保证可重复，研

究中必须包括对研究过程和条件的充分界定。不同研究所需

要界定的方面可能不一样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