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

13位ISBN编号：9787301247842

出版时间：2014-12

作者：[美]戴安·拉维奇（Diane Ravith）

页数：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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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

书籍目录

第一章我对美国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
第二章灾难！课程标准运动如何演化成了考试运动
第三章第二学区的转型
第四章圣地亚哥学校教育改革的启示
第五章纽约市的商业模式
第六章《“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考评和惩罚
第七章择校： 一个设想所引发的故事
第八章责任制的困扰
第九章拉特莉芙女士该怎么办？
第十章亿万富豪小子俱乐部
第十一章经验和教训
译后记

Page 2



《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

精彩短评

1、历史学家写的书还是蛮不一样的！美国也有过重视考试和分数的时期。
2、靠。白期待了
3、站在如何提升美国未来竞争力的角度，讨论美国体制下中小学等基础教育系统的管理、构建、改
革问题。作者对小布什总统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倡的竞争机制（手段
包括包括发放教育券、给予家长更大的择校权、将优胜劣汰机制引入公立教育系统等）持以反对态度
，并宣称是从原先支持者的身份转换而来的，试图用这种方式、辅之以大量的案例和数据来强化自己
的论点。但读下来感觉说服力不够充分，因为这个议题实在是太过复杂、牵涉到家庭收入、种族平权
、教育技术、财政投入、城市规划等太多方面。依我来看，纵然有很多缺点、堪称挂一漏万之举，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着力突出强调对孩子阅读和数学能力的培养和考核，也应该称得上是有
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世间事纷繁复杂，躬行方知万事难，能做出一点微小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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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包括我国在内，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改进教育模式、推动教育改革时，都以美国为样本。教育
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者都在赞美美国教育体制，认为这套教育体制能够很好的保护学生的创造性
，从而让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能够不断获得创新人才的注入。但实际上，美国联邦和州、市各级政府
，以及教育界近几十年来都在推动教育改革。冷战时期，同龄美国学生的测试成绩会逊色于苏联学生
，后来，专家发现，日本、中国、印度学生的测试成绩都比美国孩子强。美国政府为此推行了一系列
的教育改革，主要举措包括允许甚至鼓励学生择校（教育券）、特许制度、绩效工资、责任制。许多
商业理念被应用到教育领域，许多学校的校长改称CEO，教育部门官员谈论的是如何推动教育流程再
造。到了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在美国各级各类公立学校
推广标准化考试，考试成绩被用来作为测量学生、教师、校长和学校的最重要指标。这部法律授权各
州自行决定各年级学生学习内容。纽约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著名教育史学家戴安·
拉维奇在1990年代曾担任美国教育部助理部长和顾问，直接主持和参与了美国教育改革，推动美国学
校体制朝着标准化模式发展。她曾长期为自己参与美国教改感到自豪，而择校、责任制等改革举措实
施后反馈的一些积极案例，也让她对改革方向深信不疑。但在她离开教育主管部门，以学者的身份观
察教改进展，并接触到更多的地方改革和学校实际情况之后，信心出现了动摇。2007年后，美国媒体
更为密集的出现，对各种版本的美国地方教改的负面反馈信息，这使得戴安·拉维奇重新审视了美国
教育改革。戴安·拉维奇2010年出版《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这本书推出后即跃居《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受到美国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关注，引发了美国政界和教育界的大争论。全书的
核心观点是，近几十年来的美国教改走偏了，未能围绕教书育人的目的，忽略了课程质量、教育观念
等重要问题，对教师的关怀不够，而是主要为了满足教育部门或出资者管理考核的便利，推行了许多
量化管理、标准化管理举措。全书首先批评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指出这项改革不仅大大
加重了美国孩子的学习压力，以及教师的负担与压力；更严重的是，诱使教育部门和学校联手作假，
比如大幅度降低学校测试的难度、减少教学和考试考查的内容，让更多孩子能够取得看得过去的成绩
，但这些孩子根本无法通过美国联邦一级的统一测试，成为升学测试的牺牲品，当然也不可能培养出
可以与海外留学生竞争的学业水平。书中剖析了美国多个州和城市推行的教改，痛斥那些盲目引进商
业领域绩效考核、流程再造理论的改革纯属“折腾”。戴安·拉维奇指出，标准化管理的教改，让教
育部门和学校不断向师生传递考核压力，教师失去了自主设计和改进教学方式的权限、空间和精神，
而学生也将被迫承担更大压力。而一些城市的教改，频频引入未经长期有效验证的新教法，更造成师
生无所适从，即以纽约为例，这个城市的学生统测成绩会经常出现大幅波动。戴安·拉维奇反思指出
，美国教改走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将制度管理、科学考核的导向定义为惩罚，教师不能达标就会被扣
罚，学生不能达标则不能升入下一级，而学校则必然迎来拨款削减甚至裁撤学校。1980年代以来，美
国历次教改热潮，都将推动择校作为重要的政策选项，鼓励学生及其家长选择教育水平更高、责任心
更强的学校（及教师），“以脚投票”。戴安·拉维奇过去曾是择校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事实上，
美国家长并不情愿自己的孩子离开家庭住址过远择校，如果家门口的学校因为考核、学生考试成绩太
差而被裁减，很多人仍会选择为孩子选择就近入学而非寻找一个所谓的高水平学校，甚至会选择让孩
子辍学。在全书的结语中，戴安·拉维奇谈到，教改应当回到教育本身，改进课程和教育方法，改善
师生的学习和教学环境，而不是无休止地争论学校系统如何组织、管理、控制及如何将招生、考试制
度设计的纷繁复杂。本文发表在《南方教育时报》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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