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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4/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44346.htm 《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

书》总序 时光正在作20世纪末的最后冲刺，21世纪晨光熹微

。 在这世纪之交人们都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教育当然也

不例外。世界教育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90年中经历了激烈巨

大的变化。归结起来是否可以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在本

世纪初工业国家完成了初等教育的普及；二是在二次大战后

完成了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三是发展

中国家由教育的极端落后向普及教育迈进。这是三件了不起

的大事。三件大事又有两件是在二次大战后发生的。它对战

后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战后教育的大发展是有

籽深刻的社会根源的。首先，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彻底垮台，

民主运动的高涨，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特别是占全世

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世界政治的

格局；过去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

建立了一批民族民主共和国，增强了世界民主运动的力量；

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人民日渐觉醒的民主意识日益加强。

这一切反映到教育上，就要求教育民主化，要求把教育从有

产阶级的特权变为每个公民都能享受的平等权利。特别是民

族民主国家，虽然资金短缺，但为了巩固自己的独立，为了

发展经济，抱着优越的教育系统会给自己的国家在环球竞争

中带来强大优势这一坚强信念，争先恐后地扩充和发展教育

。于是，战后的50、60年代就成为教育大发展的年代而载入

史册。 其次，战后和平时期带来了经济的大繁荣。发展经济



就需要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级科技人才，而且

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熟练劳动力。然而当时各国

都感到人才匠乏，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是发展

经济的必要条件。发展经济不仅要靠资本的投入，而且要靠

人才。“人力资本”的理论应运而生。人们对教育的价值观

的饭时转变，极大地刺激了教育的发展。 第三，战后科学技

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战争时期因军事的需要而

发展起来的以核子、电子为代表的新的科学技术在战后逐步

地应用到民用工业上，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国际竞

争也由白热战而变为冷战，变为经济实力的竞争。发达的高

科技成为国际逐鹿的首要条件，而发展高科技尤其渴求人才

，于是乎高等教育在50年代、6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中等

教育的内容也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和需要而进行了大幅度的变

革。 可是，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70年代随

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而使人才缺乏一变而为人才过剩

，人们的教育价值观念也随着人才的过剩而发生变化，“人

力资本”的理论受到批判；同时，教育的大发展也带来了数

量和质量的矛盾。教育质量下降，教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要困惑着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教育向何处去，各国都在寻

求新的出路以适应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迎接愈演愈烈的竞

争的挑战。战后世界各国在教育方面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如

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远距离教育，终身教育，回归教

育，合作教育等新思潮新理论。教育改革至今方兴未艾。 逝

者如斯近半世纪的战后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是否可以标志着

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

和教训，它比任何时代都暴露出教育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在



本世纪还剩下最后十年的今天来总结这个时代的教育实在是

当务之急。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对此我们长期以来奉

信不悻，可是作为立国之本的教育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还有许多方面迫切等待改革与完善。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事

业，参照世界教育的发展轨迹及趋势极为必要。好的经验可

以借鉴；坏的教训则力求避免，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可以说是我们编写出版《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的旨

趣所在。 《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教育发展为对象的“个案研究”。这种“个案研究”丛书

，战后国外出版过几套。但我国比较教育学者自己撰写的此

类著述还不多见。我们已出版的各国教育概况失之简略，而

且论述往往面面俱到、难于深入；而“个案研究”篇幅较长

，可以作深入系统地探讨分析、展开论述，也可以使研究的

问题侧重于某一方面，某一专题。同时，这种“个案研究”

也是建立“比较教育”这个学科的前导。“比较教育”作为

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对教育感兴趣的人士看待当前环球教育

发展趋势的一种工具，一门学问，要把它建立成为独立的学

科，还有待比较教育界作很大的努力，有了较翔实的各国教

育的个案研究，无疑就有了很好的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所以

，《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的编写与出版无疑有其重要意

义。 这套丛书有以下的学术特点： （1）视角独特。战后许

多国家尤其是战败国开始将主要人力财力投诸经济建设，从

恐怖的战备状态到和平安乐的建设状态，这无疑是一个世界

性的战略大转移，要建设必要人才，要人才必要教育，伴随

着战后经济上的百废待兴是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造与革新。所

以我们截取“战后”这个独特的视角去透视发达国家发展中



国家的教育发展，于我们嗷嗷待哺的教育确凿具有针对性的

现实意义。 （2）注重发展中国家。本丛书既有研究战后英

、美、苏、日、德、法等发达国家教育发展和改革情况的成

果，同时更有研究印度、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战后教育改

革和发展情况的专著。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在历史上和我们

有过共同的境遇，现在又同样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紧迫需要，

因此，它们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3）加强了现

实感。这些研究成果在探讨国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候，不

是事无巨细地罗列，毫无批判地未收并蓄，而是将国外的情

况与我国教育改革探讨中的问题紧密联系，吸收其对我国教

育改革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经验。 （4）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

和地区，点百结合，力求勾勒战后国际教育发展全貌。 《战

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其中一部分如《战后苏联教育研究

》、《战后美国教育研究》、《战后英国教育研究》等原本

是教育科学研究“六五”期间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

的己完成了好几年，但由于出版业的不景气而迟迟未能问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支持，毅然承担

这个赔本的买卖，而且还进一步组织力量研究战后其它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编纂成丛书，诚为一件很有远见，很

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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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