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卷　第５期 教师教育学报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Vol．２　No．５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Oct．,２０１５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jsjy．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４

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与研究现状
———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成果分析

王 正 青
(西南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期间,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在研究队伍、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成果运用等方面

得到了进一步充实与拓展.以西南大学为主阵地的比较教育研究人员,从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现状和问题出

发,积极涉足国际教育政策与实践中的诸多热点议题,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学前与特殊教育、基础教育政策

与管理、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政策与管理、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深入开展研

究,推动了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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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重庆市内高校和研究机构重视比较教育学术研究与学科

发展.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期间,重庆市内比较教育学科研究人员从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现状和问题出

发,对国际教育政策与实践中的诸多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成果.根据这期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主

要文章以及提交的研究报告可以发现,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在这期间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队

伍得到充实,研究主题有所拓展,研究方法趋于多样,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一、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基础研究

学科建设是每个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一定意义上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对比较教育的理

论与方法,比较教育思潮,比较教育自身的发展、功能与特征,重庆市内部分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

深化了我们对比较教育的认识.
(一)比较教育学科属性与价值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分会副会长、西南大学教授陈时见组织编写了«比较教育学»一书.

该书包括比较教育学的概念、历史发展、研究方法以及国别教育、区域教育、国际教育等内容,对比

较教育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１].陈时见教授等人还探讨了比较教育的学科价值问题.作者认

为,当前比较教育研究在重新理解和解释教育、生成新的教育理论和知识、探索教育规律、构建教育

学科体系、开展教育审美以及教育批评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开始显现出来,并由此构成了比较教育研

究的非实用性价值取向[２].此外,王娟探讨了比较教育学科体系中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比较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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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核心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３];李智会阐述了国别教育的历史发展阶段、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趋

势[４];曾柏森将国别教育比较研究分为单一民族国家教育比较研究、国别间教育比较研究、国际教

育比较研究、发展教育比较研究等几种类型[５].
(二)比较教育方法与范式研究

西南大学谭菲等人分析了阿尔特巴赫的教育依附论思想,对阿尔特巴赫提出的“中心与边缘”、
“新殖民主义”及“中心的边缘,边缘的中心”等概念进行了剖析,认为理解阿尔特巴赫的教育依附论

思想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６].李行探讨了比较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作者

认为,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主张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世界,研究者与研究

对象之间是一种主客关系,研究者应秉持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态度,运用自然科学中的实验、
统计、量化的方法对客观的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并试图建立科学化与量化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７].
江东华比较研究了霍姆斯的比较教育问题研究法与美国混合方法研究的异同[８].

(三)比较教育理论与思潮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分会常务理事、西南大学教授徐辉等人探讨了国际教育交流与合

作问题.作者认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教育机构正在逐步加大国际交流力度,强化同亚、非、
欧地区的密切关系,从而缓解了金融危机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冲击[９].王正青撰文探讨了当前盛行

于国际教育界的“和平教育”的功能定位,重点分析了这一教育思潮背后的人性论基础[１０].王海莹

等人分析了世界公民教育的内涵与价值观,认为世界公民教育是在共同的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对族

群身份的认同方式,我国的世界公民教育应该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意识形态统一的前提下,寻求

族群认同和差异的平衡[１１].李宝庆等人的文章分析了麦克莱伦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阐释了多元

文化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师角色[１２].

二、学前与特殊教育比较研究

学前与特殊教育领域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文本、课程与教学、幼儿与特殊儿童支持措施等

方面.该领域研究除了西南大学学者外,重庆师范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也有涉及.
(一)学前与特殊教育政策研究

西南大学周琴等人的文章分析了法国政府为推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在完善法规、经费保障、
师资培养、分级管理等方面的经验[１３].陈玥等人总结了奥巴马政府加大弱势儿童群体资助力度,
保障教育的公平性等学前教育政策变革[１４].杨柳以美国１９９７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法»为蓝本,
分析了美国残疾学生教育惩戒的目的、程序和实施原则,并对残疾学生教育惩戒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反思[１５].重庆师范大学邵小佩分析了美国幼儿教师专业准备标准的主要内容,认为其编制过程具

有民主性和发展性、内容具有全面性和时代性、用途具有广泛性和实用性[１６].胡春光等人分析了

法国独特的幼小衔接教育制度,包括教育行政组织衔接、教学组织与课程规划衔接、师资聘用与培

训衔接等方面[１７].
(二)学前与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陈时见教授主编了«幼儿园课程的国际比较»一书.该书主要采取国别研究方式,探讨了美国、
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英国、瑞典等国的幼儿园课程设置[１８].何茜通过研究发现,国外幼儿园课

程改革具有加大政府的政策导向、强调儿童本位的课程理念、注重幼儿教师的课程参与、增强与家

长和社区的联系等特点[１９].王芳等人关注了澳大利亚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认为

此次改革坚持了“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课程内容突出基础性和实用性,课程结构强调综合性和灵

活性,课程设计注重生成性和持续性[２０].此外,陈时见教授分析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早期学习标

准,苏贵民等人总结了韩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最新进展及发展特点,李慧探讨了英国幼儿园的课程

模块与改革趋势.



(三)学前与特殊儿童发展与支持研究

西南大学刘星等人分析了美国各级政府对超常儿童教育的支持措施,介绍了在超常儿童鉴定、
超常儿童服务项目以及超常儿童教育经费保障等方面的相关经验[２１].刘小强等人探讨了美国早

期弱势群体资助政策,认为美国政府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特殊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等弱势儿童的

早期资助主要包括资助家庭、幼托机构以及招募和培训教师等方式[２２].重庆师范大学杨思帆等人

分析了印度全纳教育实施情况,主要包括行政体制、政策执行、教育质量、财政资源、态度改变及理

论研究等方面,探讨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２３].范秀辉等人介绍了美国职前全纳教师培养体

系,包括在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课程及专业设置、全纳教育实践等方面所作的调整与改革[２４].

三、基础教育政策与管理比较研究

基础教育政策与管理领域比较研究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政策与规划研究.在当前国家推进城乡

教育统筹发展的背景下,中小学学校布局、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基础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

全国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西南大学教授靳玉乐等人分析了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

课程管理特点,以及形成具体明确的政策条文、加强高标准的学术性课程设置、构建“适当年度进

步”的绩效问责框架等策略[２５].石隆伟等人分析了印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分析了其中涉及的初等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发展重点、面临的挑战[２６].周琴以美国加州为案

例,从公平、绩效、自由选择三个维度对加州特许学校进行了价值分析[２７].杨洪亮以«影子教育的

挑战:欧盟家教及其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报告为蓝本,分析了欧盟近年来影子教育的兴起背景,探
讨了其规模化、产业化趋势,概括出在阶层、地域、师资、补习形式等方面的特征[２８].谭建川探讨了

以“中高一贯制”为主要特色的当前日本学制改革[２９].
(二)基础教育学校布局与管理研究

靳玉乐教授等人分析了美国中小学学校布局调整的驱动因素,包括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驱动、
追求规模效益的经济驱动以及重视学生发展的教育驱动等,提出了构建学校布局调整的综合化理

论模式[３０].兰英教授运用现象学研究方法,采取悬置已有观念、直面与再现现实生活,还原事实本

身、体察“场”中角色的境遇等做法,以密歇根州牛津社区学校为例,分析了该校的运作机制[３１].此

外,王娟涓也对美国农村中小学合并的原因、政策、实施策略与效果等进行了梳理,王冬梅分析、总
结了新加坡“未来学校”的实践探索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杨妮等人探讨了美国加州“流动学生教育计

划”及其影响.
(三)基础教育城乡统筹与均衡研究

徐辉教授、王娟涓博士梳理了国外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从立法保障、经费保障、弱势

补偿、教师补贴等方面总结出了相应的启示[３２].王正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角度,从宏观政策层面、
中观学校层面、微观教学层面、外部支持层面,总结了国外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措施[３３].
王德清教授等人分析了美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为吸引高质量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在设置专

项资金、制定政策对学校高质量教师提出硬性要求、改善薄弱学校管理以稳定优秀教师、加强对新

教师的入职指导和要求等方面的经验[３４].李玲教授等人向重庆市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提交了«西方国家中小学教师流动研究»咨询报告并被采纳[３５].

四、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比较研究

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领域比较研究是重庆市相关学者的持续关注点.依托课程与教学论国家

重点学科,西南大学陈时见教授、徐辉教授等人对课程与教学改革以及中小学学业成绩测评进行了

深入探讨.



(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徐辉教授主编了«课程改革论:比较与借鉴»一书.该书从比较教育的视角,分析了课程与文化

的复杂关系,重点论述了科学主义课程观、人本主义课程观、结构主义课程观和后现代主义课程观

及其对课程改革的影响[３６].宋乃庆教授等人分析了美国各州颁布的«共同核心标准»,解析了“标
准”的特点及潜在的不足[３７].此外,徐辉教授等人还分析了国际课程开发实践社区在开发共享全

球课程资源平台方面的实践与成果[３８];杨如安教授以日本２００８年颁布的«中学学习指导要领»为
蓝本,分析了日本第七次中学课程改革特点;谭菲等人关注了韩国２００９年启动的中小学课程改革;
袁琳探讨了印度高中课程改革的经验与发展趋势;田腾飞分析了南非高中课程改革的目标、内容及

特色.
(二)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陈时见教授等人研究发现,在教育危机和课程政策转变的背景下,当前美国高中课程不断出现

分化,学校教育更加强调批判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的培养[３９].唐小为等人以

近２０年来美国科学教育研究者的话语为切入点,探讨了美国科学教育新框架中,将首位关键词由

“科学探究”变为“科学实践”的背景与意义[４０].唐小为等人还通过中美课堂案例的比较分析,提出

并探讨了课堂科学辩论的两个必要条件,即:避免限制学生理性思维的课堂活动预设,鼓励“磋商”
成为课堂科学讨论的基本互动模式[４１].此外,石隆伟探讨了俄罗斯普通高中人文类课程改革的目

标与价值取向[４２],徐学福教授分析了２０世纪美国课程与教学研究的转移重心.
(三)基础教育学业评价研究

徐辉教授主编了«中等教育考试政策与实践———美、英、日、俄、印、中六国的比较研究»一书.
该书聚焦中等教育考试,比较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

国家的考试政策与实践[４３].唐青才等人以美国２００９年开展的“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EP)和经

合组织开展的“国际学生学业成绩测评”(PISA)为案例,比较分析了当前国际教育界在开展阅读素

养测评方面的理念与方法[４４].郑秀敏等人探讨了美国基础教育中教师教学评价与信息技术的整

合路径,以及建立教师电子档案袋、开发电子教学评价系统和利用多媒体采集教师教学视频等方

式[４５].蒋云芳等人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分析了新世纪国外高校入学考试政策与实践变革呈现

出的特点[４６].黎聚才分析了当前美国高中至大学的过渡政策,陈燕探讨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教

材评价体系.

五、教师教育比较研究

教师教育领域比较研究是重庆市比较教育学者近年来颇为关注的话题.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与

国家强调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政策背景,以及国家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紧密相关.
(一)教师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李玲教授等人认为,师资配置不均是制约我国区域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和高效发展的重要因

素.作者通过对西方国家中小学教师流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发现,西方教师流动往往建立在人力

市场供求关系、内部人力市场和人力资本等理论基础之上,各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实施

了相应的激励举措,以项目的形式来推动教师流动[４７].陈时见教授等人探讨了南非的教师教育质

量保障制度,分析了该国从教师教育机构审查、教学项目认证、教师资格认证到教师专业发展的一

体化质量保障体系[４８].此外,石隆伟探讨了社会转型以来俄罗斯师范教育的发展进程[４９],田腾飞

等人分析了南非教师资格证书类型及其认证方式,周琴分析了澳大利亚教师专业发展标准.
(二)教师教育模式研究

陈时见教授主编出版了«教师教育课程论:历史透视与国际比较»一书.该书从历史发展和国

际比较两个维度,综合分析了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意义、基本内容、主要模式和发展趋势[５０].



周琴等人探讨了美国高校的“临床实践型教师教育”模式[５１].冉源懋等人的文章认为,当前国外教

师入职教育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挑战,体现了强化发展性的教育目标、彰显个性化的培训内容、注
重缄默性的知识构成、追求平衡性的角色关系和强调实效性的培训结果等共同趋势[５２].重庆三峡

学院许楠等人分析了美国教师专业主义的兴起背景,并将美国教师专业主义分为被限制的专业主

义、被许可的专业主义、同伴合作的专业主义、多元共生的专业主义四个发展阶段[５３].
(三)教师职前培养研究

陈时见教授主编出版了«中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教育的国际比较»一书.该书探讨了初任教师入

职教育的历史发展,梳理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政

策与实践经验[５４].易连云教授等人研究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色[５５].兰

英教授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有关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文本要求[５６].李玲教授等人提交了«英国城

市化进程中师资培养个案研究及启示»等咨询报告,并被重庆市大足区、石柱县采纳[５７].重庆市教

育委员会李源田等人探讨了德国颇具特色的中小学教师职业准备教育[５８].重庆师范大学陶青等

人分析了美国城市教师驻校计划的背景,介绍了这一教师培养模式所经历的六个阶段[５９].此外,
西南大学何茜等人也探讨了美国大学化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及特点,姚琳介绍了加拿大中小学初

任教师的入职教育情况.
(四)教师职后发展研究

陈时见教授等人总结出当前美国教师教育者专业发展呈现出两种取向,包括提倡自主研究的

内在动力以及强调专业标准的外部引领,分析了这两种取向对美国教师教育发展产生的作用[６０].
肖丹等人以澳大利亚的教师专业发展计划中政府专项报告和重新修订的«全国教师专业标准»为
例,分析了两者在教师专业发展价值取向、内容、策略等方面的异同[６１].章勤琼等人运用调查问

卷,比较分析了中澳两国数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发现中澳数学教师在总体能力上水平相近,中国教

师对于数学知识的理解更为清晰,而澳大利亚教师则在对学生数学思考的理解上表现更好[６２].

六、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比较研究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西南大学、重庆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市内高校的学者,撰写了一批高质量学术论文,探讨高等教育管理

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话题.
(一)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徐辉教授等人分析了在社会变革和大学内在逻辑发展的背景下,欧洲大学在组织自治、财政自

治和学术自治方面呈现出的新特点[６３].彭泽平教授等人分析了近２０年来香港在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方面的改革探索,总结了其在加强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６４].邓磊博士等人研究了

美国大学诚信教育制度,辨析了美国大学“荣誉准则”的内涵与荣誉制度的操作程序[６５].重庆大学

陈科等人分析了美国高校的校园危机管理模式[６６].重庆工商大学袁琳等人探讨了颇具德国特色

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财政资助政策,分析了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财政资助的特点[６７].此外,四川外

语学院彭江教授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认证机构的作用[６８],重庆文理学院蔡宗模梳理了欧洲

博洛尼亚进程运行十年来的经验[６９].
(二)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易连云教授等人研究发现,美国高校在多元文化理念的指导下,以政治社会化为导向,始终不

懈地坚持整体一致性的公民道德教育[７０].贺菲等人分析了密歇根州立大学课程与教学专业教育

硕士培养方案,总结了其在招收对象、入学要求、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等方面的特点[７１].重庆师范

大学陈洪分析了美国民族高等教育中独具特色的部落学院,探讨了其发展历史、办学特色,以及来

自政府、教师和学生等方面的挑战[７２].重庆大学罗涤等人分析了澳大利亚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历



史与现状,总结了其在政策扶持、管理制度、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师资配备等方面的特色[７３].
(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西南大学李森教授等人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培养评价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的教

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出我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落实培养目标、改革招生入学、调整

课程与教学、突出导师指导、革新培养评价等建议[７４].重庆大学吴言荪等人通过对四十多位与高

等教育质量相关的人士和学者的访谈,分析了加拿大大学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并对家长和学生参与

专业评估的方式进行了介绍[７５].长江师范学院刘筱从美、澳、英三国教育博士发展现状出发,分析

了各国教育博士培养中的共性问题,总结了各国存在的争论及改革方向[７６].西南大学王正青博士

撰文分析了欧盟国家校企联合培养博士的兴起原因、实施现状与特点[７７].

七、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研究

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比较研究近年来获得了较大发展,学者们的关注点集中在职业技术教育政

策与人才培养模式上,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质量保障、师资队伍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
(一)职业技术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西南大学尹翠萍等人分析了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理念和内容,总结了欧盟在职业教育质

量保障上的特点[７８].田腾飞回顾了南非职业技术学校国家课程改革历程,认为此项改革不仅继承

了以结果本位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改革理念,同时又兼顾了技术学校职业性办学特点的特殊需

要[７９].顾钧等人以南卡罗来纳州的CTWCP项目为例,探讨了美国各州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证备选

途径及特点[８０].刘其晴解读了欧盟职业学校校长能力结构标准,并分析了这一标准的主要特

点[８１].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谭绍华等人梳理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最新发展,认为澳大利亚职

业教育的发展与其复杂而灵活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紧密相关[８２].
(二)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重庆大学陈圆等人撰文指出,注册学徒制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合格技术工人的重要形式.
作者以美国为例,探讨了美国政府２００８年后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创新培训模式、强化绩效评估等举

措,改进注册学徒制的做法,具有一定借鉴价值[８３].重庆大学桑凤平总结了日本职业教育促进产

业发展的经验,包括:通过系统的职教立法为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导向;职业教育体系完善,专业设置紧契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企业内部职业

教育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原动力;产学紧密合作,实现产业界和学校的互利互惠;树立终身职业教

育理念,使员工更好地适应产业的发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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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sciplineDevelopmentandResearchofComparativeEducationinChongqing
———BasedontheResearchResultsBetween２０１１and２０１２

WANGZhengＧqing
(ResearchInstituteofInternational&Comparative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Intheperiod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１２,furtherenrichmentandexpansionareseenintheteam,
topics,methodsandresultsapplicationofChongqingcomparativeeducationresearch．ThecomparaＧ
tiveeducationresearchersofSouthwestUniversityactivelyexploredmanyhottopicsofinternational
educationpolicyandpractice．BaseduponthecurrentsituationandproblemsofeducationaldevelopＧ
mentinChina,theycarriedoutsomeresearchinthefollowingfields: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
comparativeeducation;preschooleducationandspecialeducation;basiceducationpolicyandmanageＧ
ment;basiceducationcurriculumandteaching;teachereducationpolicyandmanagement;higheredＧ
ucationtheoryandpractice;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andsoon．Allthefurtherresearches
havepromotedsustaineddevelopmentofcomparativeeducationinChongqing．
Keywords:Chongqing;comparativeeducation;disciplinedevelopment;research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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