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行政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育行政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098815

10位ISBN编号：7040098814

出版时间：2001-9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孙绵涛 编

页数：3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教育行政学》

内容概要

《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教育行政学》分为十二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
，从总体上论述国家管理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为组织运作论，具体论述国家管理教育的组织运
作过程；第三部分为教育行政领导与效能论，主要论述教育行政领导与效能的有关问题。全书全面、
系统地对教育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作了阐述与介绍，并注意了科学性、系统性与针对性，同时还具有普
适性，故《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教育行政学》也可供不同背景的读者研究、学
习教育行政学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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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总 论第一章 教育行政学的一般概述第一节 教育行政一、关于行政二、关于教育行政第二
节 教育行政学一、教育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二、教育行政学的体系三、教育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
我国及世界不同体制国家教育行政概况第一节 我国教育行政发展概况一、我国古代的教育行政二、我
国近代的教育行政三、我国现代的教育行政第二节 世界不同体制国家教育行政概况一、中央集权制国
家的教育行政二、地方分权制国家的教育行政三、中央与地方合作制国家的教育行政第三章 教育行政
的职能、原则与方法第一节 教育行政职能一、教育行政职能概述二、教育行政职能的基本类型三、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行政职能第二节 教育行政原则一、教育行政原则的概念二、教育行政原则
的客观依据三、教育行政的基本原则第三节 教育行政方法一、教育行政方法概述二、教育行政的基本
方法第二编 组织与运作论第四章 教育方针、政策与教育法规第一节 教育方针与教育政策一、教育方
针二、教育政策第二节 教育法规一、教育法规概述二、教育法规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三、教育法规的
体系四、教育法制建设第五章 教育预测与教育规划第一节 教育预测一、教育预测的含义与种类二、
教育预测的原理与方法三、教育预测的程序第二节 教育规划一、教育规划概述二、教育规划的种类与
结构三、教育规划的步骤与方法第六章 教育体制第一节 教育体制概述一、教育体制的含义及其分析
二、教育机构与教育规范第七章 教育人事行政第八章 教育财务行政第九章 学生行政第十章 课程行政
第十一章 教育督导与评估第三编 领导与效能论第十二章 教育行政领导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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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德国行政学者施泰因，以自己独立的见解对德国初期的官房学行政学和19世纪后半期发展
起来的公法学行政学进行了批判，并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从考察一般的行政职能发展到教育行政的特
性。 下面从两个方面对施泰因的理论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 施泰因关于市
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是他在运用黑格尔的哲学及其方法论，了解德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现实，分
析德国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的情况，以及他亲自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理论
，他在1850年发表的《自1789年迄今的法国社会运动史》（全三卷）的序言“社会的概念及其运动规
律”中作了阐述。 他认为，人类为了生存，就会聚集起来，互相依存而成为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有
人格的一方面，也有非人格的一方面，国家就是从具有人体的——自律的因素，通过自我、意志和行
为而体现的共同体。社会就是通过需求的体系，通过财物分配，通过劳动的有机组织，以及通过家庭
及其法律而结成的世代相传的人类生活这样一些非人格方面所组织的统一体。社会是统治和隶属关系
得以继续下去的共同体，而国家是旨在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的共同体。在非人格的社会里，会
出现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均，而在人格化的国家里，可以通过精神的陶冶来改变这种状况。 施泰因的市
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从抽象的人出发，脱离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考察现代社会及国家，
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他认为通过精神的陶冶就能改变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这是改良主
义的表现。但是，施泰因把社会和国家当作两个互相联系和互相对立的范畴，这对人们正确认识社会
和国家还是有帮助的。他把国家当作消灭对立和贫富不均的工具，也使人们认识到国家行政的意义。 
第二，行政学和教育行政学。 施泰因在《行政学》（1865—1868）、《行政学及行政法纲要》（1870
）及《行政》（1883-1884）等著作中对行政学及教育行政学的理论作了阐述。 施泰因的行政学是探讨
和研究宪政和行政相互作用的过程及规律的学问。他认为，宪政同行政是不同的。宪政体现国家的意
志，行政是为体现宪政的意志而开展的活动。宪政赋予行政以限度和秩序，没有行政活动，宪政就失
去了内容；没有宪政，行政就失去了力量。行政的领域包括财政、司法、内务、外务、军事五个方面
，教育行政包括在内务行政之中。他的行政学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行政组织原理的学说；第二
是关于行政命令的研究；第三是行政法的研究。 施泰因认为，教育行政学就是探讨国家如何干预教育
的学问，研究如何用法律去规定国家对教育的干预问题。他指出，教育学研究的是如何陶冶个人共同
体，教育行政学则是研究人类共同体使之更适应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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