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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教育大国。当代中国的进步教育、当代中国教育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理论和实践都是人类社会的财富。《进步教育国际学刊》（IJPE）一直关注中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本期编发了四篇由中国教育学界著名学者所写的文章，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进步教育。 第一篇文章是由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张诗亚教授所写的《“位育”之道——全球化中的华人教育路向》。张诗亚教授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国际视野对华人教育进行了分析。张教授指出，华人既涵盖了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内的 56 个民族的中国人，又涵盖了居住于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全体华人有共同的认同基础。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上刻有“中和位育”四个字。位（stand in a position）者,安其所也,讲的是秩序；育（give birth to; a baby with head down being educated from its mother’s 

birth canal）者,遂其生也,指的是进步。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人教育至少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位”，是华人对自己的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个前提确立之后，才能谈“我有什么”，“我从哪里来”；二是“育”，用自己的文化与他文化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育”就是“我往哪里去”，“我怎么跟人家融为一体”的问题。融为一体不是说我变成他，他变成我，而是我们在共同交往当中形成新的次序。实际上，张诗亚教授所主张的华人教育阐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底蕴（inside information）：个性丰满、社会和谐、世界大同。 第二篇是杨小微教授的文章。杨小微博士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授，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他的文章是《学校转型中的领导发展与管理变革——参与“新基础教育”基地学校建设过程的观察与体悟》。当今中国，教育改革是一个常新的主题。中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改革家叶澜教授从 1994 年开始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新基础教育”的改革实验，对中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新基础教育”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杨小微教授对实验学校的领导者与管理层面的变革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杨教授指出，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多元、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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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过程的动态生成、改革参与面和民主性的加大，不仅提出了学校进行转型性变革的迫切要求，也是对学校领导的角色意识、决策与策划能力等领导素质极大的挑战和考验。“新基础教育”基地学校的校长、中层领导及教师团队负责人，在引领学校组织、制度和文化变革与更新的过程中，自身的价值取向、领导智慧及思维品质等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基地学校在内部管理上实行的“重心下移”策略，不仅强化了学校领导的“第一责任人”意识、拓展了在研究性变革实践中自我历练的空间，而且激发了教师专业团队独立思考、合作研讨、自我发展的愿望与活力，还带来了制度更新与文化创生相互建构的良好互动效应。杨小微教授的文章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中小教育改革的画面。 第三篇文章是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西南大学物理学院廖伯琴教授撰写的《中国新一轮普通高中新课程的新结构》。廖伯琴博士是国家高中物理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她首先论述了高中新课程的学习领域、科目和模块的结构性关系，然后具体阐述它们在高中物理课程的表现。廖教授指出，高中新课程设置了语言与文学、数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技术、艺术、体育与健康和综合实践活动八大学习领域，各学习领域包含一个或若干个科目，而每一科目又包含若干作为课程内容的基础单位的模块。高中物理课程同样具有这一结构，但它强调基础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在普通高中新课程中，模块是组成课程结构的最小单元，由 12 个模块构成，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大类，每个模块都具有综合的教育功能，而且由模块组成的系列还体现出教育功能的不同侧重点。每一组模块，不仅含有物理学概念、规律和实验，而且含有物理思想和方法，含有物理与社会发展、物理与技术应用、物理与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新的高中物理课程强调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廖伯琴教授的文章揭示了当代中国高中物理教育的一个新理念：科学教育也要关注人生发展。 第四篇文章是马和民教授和他的博士生何芳女士写的《中国教育社会学：困境、问题与发展取舍》。马和民博士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主任。中国教育社会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作者认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创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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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22-1949）、停滞期（1949-1979）、复兴与重建期（1979-1998）以及 1998 年以来的新发展期。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恢复重建以来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进程、遭遇困境、存在问题及其未来发展取舍。中国教育社会学家在社会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要实现教育社会学的学术关怀和学术使命，对未来发展取舍就应该注意：重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关怀; 学科研究方法论要坚持强化个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以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取代学科边界的自我辩护、把拿来主义转变为建设主义及将局部研究转变为整体研究等四条原则。作者还对今后应该关注的研究主题和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马和民教授及其合作者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这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研究，其本身就反映了教育社会学的学术关怀与学术使命感。   穆斯塔法·云禄斯·欧亚曼                            杨昌勇 执行主编 主编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