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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教育科学研 究领 域 中
,

人们对于教育变革命题的认识是从

三 个方 面进行 的
。

其一
,

从方 向上

看
,

教育变革是正 向的
、

积极 的
,

是

对 整个教育系统
、

亚 系统 的大规模

调 整和 改进
,

旨在提 高教 育来统 功

能
,

以 适应社会
、

经济
、

个体的发展

要求
。

能够势代教育变革的一种术

语是
“

教育改 革
” ,

它更 为我国学者

所接受
。

其二
,

从层次上看
,

教育变

革有局部的 和 整体的
,

有个体 发动

的 (如教师 )
、

学校发动 的
、

社会 发动

的教育变革层次 系统
.

其三
,

从种 类

上看
,

有学校教育变革 (含大
、

中
、

小

学 ) 和成人教育变革等等
。

基于这种

认识
,

开辟了教育变革的研究领域
。

但是
,

在开展教 育变革的 比较 研 究

时
,

发现 在教育变革 的理解 上与 国

外有 很大的 差别
,

结 果给 比较研 究

造成 了很大的 困难
,

使 沟通 存在一

定的降碍
。

这一现来 已经 引起 了我

国学者的注意
。

为此
,

本文将这 一命

题 作进一 步的例析
。

教育变革 ( e
d

u e a t i o n a l e h a n g e
/

e h a n g e o f e d u e a t io n ,

一 译
“

教育变

迁 ” )
,

可 以看成是在某一情景中夭

初状 态 ( r o ) 与个后状态 ( t n )之 l司的

差异
。

教育变革可 能是正 向的
,

么可

能是逆向的
。

当人们使 用教育变革

一 词 时
,

完全不 涉及其动机 ( 即不 管

是否 有意识 )
,

也完全 不涉及天 初状

态 (t 。 )之前某一 个 时候 的 状态 ( t -

n)
,

( 即 不 管 nt 是 否 又 回 复 到 t -

n )①
。

如果从 结构— 功能分析 的立

场 出发
,

上述 定义 中教育变革的正

负向功能规定 了教育变革的正 负性

向
。

据此
,

再进一 步分析
,

使 变革的

教育结构 与功 能相对 应
,

从由 功能

实现水平较低的 系统向功能实现水

平较 高的系统发展的历文进化过程

来考寨教育变革
,

教育变 革的这 个

侧 面 叫做
“

教 育成长 ( e
d

u e a t io n a
l

gr on ht ) ” 。

其表现为教育质 全水 平

在国 民社会 文化层次上 和 地域 社

会
、

文化层次 上的提高
。

这 里
,

教育

质童在操作上可 通过民众的文化知

识 水平
、

精神 文明程 度
、

健 康水平
、

劳动力素质
、

工作效率
、

j’1 暇娱 乐的

质全和社会 适应 能力等各项指标反

映 出来
。

当这种功能性行动水平的

趋势性提高起 因于该教育系统 的结

构改变时
,

这种教育变革叫做
“

教育

发展 ( e
d

u e a t io n a
l
。 le v e lo p m e n t )

” 。

其表现 为教育趋向 民主化
、

科学化
、

现代化方 向进化
。

这种变革与提高

是人 的素质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

件和方式
,

也是推 动社会 发展 的重

要举措
。

教育发展的长期停止叫做
“

教 育 件 滞 (
e
d

u e a t io n a
l

s t a g n a t io n ) ” 。

这里 雷 作说明 的是
,

教育停滞就是指 教育在某一时期或

某一情景 中处于既不发展也不 倒退

的不 变动 状态
,

但不能 因此认 为它

不 是教育变革研 究的范畴
。

在教育

来统 中
,

如 果其他领域在发展 而 某

一领域 (如某种学科或专业 )却长期

陷 于 停滞 而得 不 到发展
,

那么 闲 明

停滞 的 原 因与闲 明发展的 原 因一

样
,

是 教育变 革研 究不 可 或缺的部

分
。

人们 将从 一度达 到较高的发展

水平又退 回 到较 低发展水平 的变革

叫做
“

教育退 步 ( e
d

u e u t i o n a
l l

a g )
” ,

亦 称
“

教 育 滑 坡 (
e d u e a t i o n a

l
c l e -

e li n e )
” ,

其具休表现 为教育质 釜的

下降和受教育者素质低于标准
。

一般 而 言
,

教育变革总是正 向

的
、

积极 的
,

但我们应 当承认
,

在变

革的过程 中也 广泛地存在着教育停

滞
。

在特定地区
,

由于社会 的急剧变

迁 或战 争
、

灾害
、

瘟 疫等原 因所 致
,

甚至 在 不 同程度上
,

不 同范围或方

面还存在着教育退 步
,

这种现 象虽

然是短衡的
,

但却是经常发生的
。

例

如
,

在我 国社会 主 义 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 济体 制转换 时期
,

出现 了

教育发展停滞
,

甚至倒退的现象
。

到

90 年代
,

教育领域 经历 了三 次较 大

的变革 以 后
,

才渐 渐地开 始 了教 育

成长与发展的变革
。

②

从如上 界说 中可 以看 出
,

教 育

变 革的 方 向既 可 能会 出现 正 向 的

(发展 的 )
,

也 可 能是 负向的 (倒 退

的 )
。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 了法 国比

较教育学家黎成魁 关于教育变革命

题 的成立
。

但是
,

黎成魁认 为
,

人们

在使 用教育变革一 词 时
,

完全不沙

及其动机
,

即不 管是否有意识
.

这种

解说
,

似乎与性向命题有矛质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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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

教 育变革 可 以 分 为 自然性 的

和人为的
。

自然性的教育变革是 不

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 的
,

而人为性 的

教育变 革是按 照人的意志 (也受人

的动机支配 )发 生的
。

根据变革的有

无动机或意识 来分
,

教育变革可 以

分为有计划的和非计划性的
。

相对

来说
,

有计 划的教 育变革是一个 广

泛 的和持久的重新安排或重析确定

教育 系统 的过 程
,

这个过程既 可 能

急剧般 地 又 可 能渐进般 地 出现
。

⑧

有计 划的教育变革通 常带有
“

外 显

功能
” ,

并有 明 确 的 目标
,

一般会 在

实施时未取志愿的 和 强迫的两种 形

式
。

非计划教育变革在某些情景 中

是 作为
“

内隐功 能
”

起作用 的
,

可 以

说是在计划性教育变革的实施后所

出现的 柞预期性的结果
。

教育变革

是一 个非常广泛的 用语
,

常常被 十

分接近的术语所混用
,

诸如
,

教育羊

命
、

教育改 良
、

教育革新等
。

这 些米

语虽然 在意义 上接近
,

但 却在不 同

的分析水平上使用
.

如 果混 同
,

就会

使一些研 究不 能清楚地说明所研 究

的率实
。

我国学者一般 倾 向于使 用

教育改革或教 育革新
,

这 两个概 念

都是 与有计 划的 教育变 革 相 关联

的
,

但我们认 为
,

两者还是应 当做 出

区分
。

教育改革是有计划地使教育

系统趋 向于发展 的变革
,

而教育革

新是有计划地改进教育来统的功能

趋向于教育成长 的变革
,

前者 是一

种结构性 的变革
,

后 者 是操 作性 行

为水平的提 高
。

墓于 这种认识
,

我们

可 以 进一 步探讨 教 育改 革 的 命题

了
。

“

改革
”
的思 想渊源 于 19 世 纪

西 方的社 会进 步学说
, ④ 在教 育领

域 的普 遮 使 用 也 是 出现 于 19 世

纪
。

⑤教育改 革名 词一经 使 用
,

便具

有 了多重身份 和界说
。

从有关教 育

改革的许多实况研 究报告 中可 以 分

析 出两大 类
:

一 类是把范 围缩 小 了

的教学上 的革新 (例如教 学法上 的

革新 ) ; 另一 类是教育的观念
、

目标
、

发展战略和优先抉择等方 向的根本

变化
。

第一类是教学革新
,

使现有的

教学来统有 重大的 改进 ; 第二 类是

教育改 革
,

旨在使 教育 目标发 生变

化
,

且一般与教育系统外部的社会
、

政治
、

经济变革相关联
。 ⑥

为 了能进一 步分清教育改革与

教育革新的命题
,

黎成魁在其《教育

改 革 》一 丈 中
,

作 出 了较 明 确 的 界

定
.

他把教育改革看成是 当局发动

的
、

对 整个教育系统 的重要 组成部

分进行 的大规模变 革 (教育体制 改

革
、

课 程计划 改革等子 )
,

旨在改进

整个 教育 系统 或它 的 重要 组成部

分
。

⑦

关于
“

教 育羊新
” ,

通常的理 解

是
: “

根据某些既定 目标
,

为改进现

有的实践而进行 的有意识 尝试
” 。

因

此
,

革新是一种比改革更具休化
、

局

部化 的人 为行动
。

革新往 往是 出于

一种特殊 的需要
,

这种 需要 的满足

程度 与革新的绩 效 成正比
。

革新往

往是成功改革的 不可 缺 少的重要环

节
。

⑧

综 上所 述
,

教 育改革和 教育革

新的 区 别在于
,

前者一 方 面是 当局

发动的
,

另一方面是大规模 的
,

而 教

育羊新是 在比较有 限的 范围 内 (学

校某一 系统
、

班级等等 )进 行的
。 ⑨

本 文 对 教 育变革 的 命题 的检

讨
,

目的是分清概念
,

吸取 国外教育

的理论 与实践经验
,

构 建我国教育

变革的理论体系
。

至今
,

我国有的 学

者 已经 提 出
,

谈改 革
、

搞改革
,

不 研

究改 革是不 对 的
,

改 革需要理论 指

导
,

而 理论的 形成尚 需我国学者去

探索
、

研究
。

但是
,

色于创建学科也

是 不可取的
。

要从基本的 问题开始

研 究
,

综 合 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

研 究方法 和成 果
,

开展对 教育变革

的动因
、

类型
、

过程 (策略 )
、

队杭
、

预

浏
、

规划
、

评枯等才 面的研究
,

以及

对教育变革的历史研 究与国际比较

研 究
。

在这些研究中
,

要注重个体特

别是教师在教育变革中的作 用
,

只

有这样
,

才能逐步形成理论雄厚
、

休

系完整的教 育变革学
,

才能 更为有

效 地开展教 育变 羊的研 究
,

从 而 以

理论研 究的成果指导我国教育变革

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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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这种较 为清晰的界说与 区分
,

已 被更

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

比利 时
、

日本
、
巴

基斯坦等国家 向 1 9 8 7 年 l 月 召开的

第 41 届国际教育会议提交 的报告
,

反

映了这一趋向
。

钱民辉
,

北 京大学 社会学人 类学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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