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基于期刊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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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改革开放40年来各期刊发表的中国教育史论文和获得通过的中国教

育史博士学位论文为基本素材，从论文内容指向的历史时代和包含的教育主题两个维度

进行考察发现，这一时期期刊论文的数量经历了由低迷、徘徊到持续快速增长的历程；研

究主题从传统的比较集中地关注教育人物、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等领域，拓展到对各类教

育形态、各种教育问题的普遍关注；对教育史学理论的关注和兴趣逐渐提升，研究范式呈

现多元化的特点。但也存在论文质量不高，选题重复、细碎，过度关注现实，关注和研究时

段失衡等问题。而这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数量的增减则主要受学科授权点变动的影响，

论文研究时代的趋势与期刊论文大体一致，存在重近代、轻古代的现象，研究主题受关注

高考改革的影响，呈现以教育制度为主题的论文数量超过教育人物与思想的特点，而有关

教育人物和思想的选题则避免了期刊论文“选题重复”的弊端，主题更加丰富。未来，中国

教育史研究应该把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学术水平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把握好“求真”

与“致用”间尺度的前提下，积极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在研究范式、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保

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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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是教育学科中的基础学科，

它伴随着教育学科在 20 世纪初的引进首先

成为教师培养的一门课程。一个世纪以来，

教育史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改革

开放以来的 40 年特别引人注目。对于 1978

年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状况，已有不

少学者作过回顾评介，甚至有的是作为硕士

或博士学位论文而撰写的，如易琴的博士学

位论文《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中国教育

史学科的发展图景》［1］，郝丽霞的硕士学位

论文《2000年以来教育史研究的主要进展：基

于学科内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综合考察》［2］，

娄岙菲等发表的《近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学

术进展评述》［3］等。笔者也曾作文对改革开

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作过讨论。［4］本文拟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

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基于对 40 年来公开发表的中国教

育史研究论文（期刊论文）和获得通过的中国

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及内容的统计分

析，从成果的角度对学科发展历程作一长时

段、综合性的反省，考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

研究所体现出来的总体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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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的视角①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教育史相关论

文在全国各类期刊上发表的具体情况如表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从 197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月，各类期刊共发表相关论文约16 846

篇，年均发表443.3篇，对于一个教育学科中

从业人数和学科布点都体量偏小且作为基础

研究受到诸多制约的二级学科而言，这是一

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当然，近 40 年来，发表

论文数量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93年

以前的15年间，只有1989年和1991年年发表

论文超过了百篇，分别是103篇和 107篇，其

余各年均在百篇以下徘徊。从1993年开始，

年发表论文才稳定增加到百篇以上。从1994

年起，用了8年的时间，至2001年年发表论文

翻了近一倍，从200多篇达到400篇以上。此

后，再用了5年的时间，至2006年发表论文又

翻了近一倍，从400篇以上达到800多篇。5

年之后，从 2011 年开始，年发表论文大致在

1 000篇以上，而且，近5年来基本上保持着这

种势头。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 40 年来，中国教育

史的研究成果就数量而言，经历了一个从低

迷徘徊到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1979年，在

全国各类期刊上发表的中国教育史相关论文

27篇，每个月平均只有2篇左右；至2013年，

全年发表相关论文1 301篇，每月平均达108

篇，翻了约50倍。

1994年之后的20多年来，就期刊论文的

发表数量而言，2010年前后是又一个转折节

点。从表 1 可以看出，2011 年全年发表论文

第一次突破千篇大关，这种势头一直保持到

2015 年，而且，其间出现了 40 年来年发表论

文的最高峰，即2013年的1 301篇。

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可能是 21 世纪第一

个十年结束之际教育史研究成果大幅度增加

的重要因素之一。1996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是教育史

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

第一次借鉴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发

展的一种尝试。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较

大影响。虽然该套丛书的研究时限是中国近

代教育史，但是，由于它突破了多年来单一研

究范式的束缚，所以，其影响并未局限在近代

教育史领域，而是在教育史学界获得了广泛

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 21 世纪之

后，在中国教育史领域，提倡研究范式或曰分

表1 1979年1月至2016年12月
各类期刊刊载中国教育史论文统计表

年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论文数

27

49

45

60

49

70

62

60

80

70

103

71

107

84

145

229

248

221

212

248

年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数

论文数

287

295

431

455

530

614

740

809

859

896

875

921

1 041

1 159

1 301

1 239

1 190

964

16 846

——————————
① 期刊论文相关数据搜集的主要范围是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以“全文”、“中图分类

号”、“主题”、“标题”等多种检索条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检索，力求涵盖教育、历史、人物等领域里中国教育史类的论

文。注意到数据库中1979—1993年的论文收录不够全面，故尽可能对这一时段未被收录的重要期刊的论文进行了

补充。本文有关期刊论文的数据来源出处均相同，不再一一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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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框架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这种深层次的观念的变革，直接推动了研究

视域的转变、史料来源的拓展、问题意识的强

化和研究主题的丰富多彩。1996年 12月，由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广西雷沛鸿教育思想

研究会承办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第

五届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广西师范大

学召开。此次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选

举产生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第四届

理事会。从此，作为全国教育史研究者的一

个学术交流平台，一个学术共同体，其活动一

直健康进行，通过多种形式，有力地引领了中

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和研究走向。这里还要

指出的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澳门大

学共同发起的海峡两岸教育史论坛，从2007

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由上述六所大学轮流

主办。海峡两岸教育史学界的这一盛事，为

中国教育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有一个

重要因素是，截至2011年，全国有24个单位

被批准有权授予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这就使得全国高等院校中获准中国教育史博

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数量大幅提

升，相应研究成果数量也便自然增加。《河北

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创办于 1998

年，该刊从创刊之初，即设置中、外教育史栏

目，把发表刊载教育史论文作为刊物的重点

方向。据统计，至 2013 年 6 月，该刊刊发的

中、外教育史论文已近700篇，即使是取其一

半，这应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5］

上面我们粗略地考察了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教育史研究成果在数量方面的发展趋

势，并大致分析了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对

于一门学科发展水平的考量，研究成果的数

量当然是一个重要维度，但远不是唯一的衡

量标准。下面我们将对这些成果的内容做进

一步的考察，对于时间跨度长而数量又较多

的成果的考察分析，从其研究主题切入，可能

是一个较好的视角。

二、期刊论文：研究主题的视角

为了便于考察，我们仍以 1993 年为界，

把整个改革开放的40年分作两段，第一段是

1979—1993 年，第二段是 1994—2016 年，有

时为了比较的需要，会将一个大的时段进一

步分作若干小的时段。总体考察围绕两个维

度，一是论文本身研究指向的历史时期；二是

论文本身所讨论的教育问题，如教育人物与

教育思想（思潮）、教育制度、高等教育、职业

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教育

改革、教育史学理论、课程与教学等，后一维

度不同时段所分类目或有所增减。

（一）1979—1993 年期刊发表中国教育

史论文主题的考察

首先来看以论文研究指向的时期作为分

类依据的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在这15年间，各类期刊

刊载的中国教育史论文，以讨论民国时期教

育者为最多，有 342 篇，其次是古代和当代，

分别是256篇和207篇，研究革命根据地教育

年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总数

古代

10

21

13

10

18

23

21

20

20

12

21

18

21

18

10

256

晚清（近代）

0

2

2

5

10

10

10

7

12

5

17

12

16

16

30

154

民国

9

16

22

23

13

14

14

17

27

20

41

24

42

24

36

342

革命根据地

1

0

0

3

0

4

0

3

1

1

1

2

1

0

0

17

当代

7

0

0

16

5

6

2

2

4

5

23

15

27

26

69

207

表2 1979—1993年期刊发表
中国教育史论文以研究时代为依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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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文章最少，只有 17 篇，几乎是一年只

有一篇左右。如果把论文发表情况按几年一

个时段进行考察，那么，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会

看得更加明显。

从表 3 可以看出，对民国时期教育给予

特别关注的是第三时段，即在1989—1993年

这个时段迅速增长，这一时段发表的有关民

国时期的教育论文几乎等于研究古代和晚清

（近代）两个时期论文的总数。

其次来看以论文研究的教育内容作为分

类依据的情况。

从表 4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

中，以研究教育人物和教育思想（思潮）为内

容者居第一位471篇，其数量遥遥领先；其次

是关于教育制度的研究86篇；居于第三位的

是关于历史上教育改革的研究56篇；数量最

少者是有关课程与教学的研究，仅有 10 篇。

教育人物和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居于榜首是

可以理解的，人物、思想和制度本来就是教育

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再加上在统计过程中，由

于很难把人物研究和人物思想研究分开，所

以将二者相关成果放在一起，就更注定了其

数量的遥遥领先。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教育

改革的研究就教育史的传统研究视角而言，

往往是将之归入教育制度研究之中，事实上，

相关论文也很少有突出“改革”二字的。从表

4 可以看出，1983 年以前的 5 年，以“教育改

革”为主题的论文一篇也没有，从 1984 年开

始零星出现，至1993年有 12篇相关论文，虽

然数量仍然很少，但整体而言，在1979—1993

年的 15 年间，这方面的论文总数居于第三

位，应该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究其原

因，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启动的

一系列的重大的教育改革举措有极大关系。

如1985年 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 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987 年 7 月国家教委公布的《关于社会力量

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1993 年 2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等，这些事关重大的每一项“决定”、“规

定”和“纲要”，都与千百万人参与的层次不同

的教育事业息息相关，都与千家万户的日常

生活紧密相连。教育史研究者从现实的改革

动态中获得某种感悟或者启示，激发了对历

史上相应主题的兴趣，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

成果为现实提供一些可能的参照，这种趋势

在 1994 年之后的期刊论文统计中得到进一

步加强。

（二）1994—2016 年期刊发表中国教育

史论文主题的考察

与前面的考察路向一致，首先来看以论

文研究指向的时代作为分类依据的情况。

如表 5 所示，这一时期关于民国教育的

年

1979—1983

1984—1988

1989—1993

总数

古代

72

96

88

256

晚清（近代）

19

44

91

154

民国

83

92

167

342

革命根据地

4

9

4

17

当代

28

19

160

207

表3 1979—1993年期刊发表
中国教育史论文以研究时代为依据的分段统计

表4 1979—1993年期刊发表
中国教育史论文以研究教育内容为依据的统计

年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总数

教育人物
与教育思想
（思潮）

10

19

26

38

21

30

21

24

28

21

36

35

42

26

94

471

教育
制度

7

0

0

0

0

3

5

5

8

9

5

13

10

10

11

86

教育史
学理论

0

4

2

1

2

2

1

3

2

3

4

0

4

2

2

32

高等
教育

2

0

0

0

0

2

0

2

3

4

3

1

6

2

10

35

职业
教育

0

0

0

0

0

1

1

4

4

0

0

0

1

1

0

12

师范
教育

0

0

0

0

2

3

1

0

1

3

3

0

0

2

3

18

教育
改革

0

0

0

0

0

2

4

4

1

3

11

3

10

6

12

56

课程
与教学

0

0

0

0

0

0

0

2

2

1

2

1

0

0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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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数继续攀升达5 999篇，仍稳居第一

位，紧随其后的是关于晚清（近代）教育的研

究论文，达4 690篇，由前一时期的第四位上

升为第二位。研究当代教育问题的论文数为

1 406 篇，总的位次由第三位落到第四位，虽

在绝对数量上有所增长，但论文数量的增长

幅度稍小于其他时代，前一期的15年产生了

207 篇，这一期的 23 年发表了 1 406 篇，其数

量是前一时期的七倍稍弱，而其他时代的论

文数量的增长都达到了前一期的十倍以上。

关于古代教育史的研究论文，虽然总的篇数

增加了，但位序却从第二位下降至第三位，总

数是3 009篇，仅及有关民国教育论文数的二

分之一强。研究各根据地教育的论文数仍然

排在最后，计 236 篇。如果把论文发表情况

也按几年一个时段进行考察，那么，这种数量

上的变化会看得更加明显。

从表 6 可以看出，对晚清和民国教育的

特别关注，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又一个高

潮。在第三个时段（2002—2006年）有关晚清

（近代）和民国时期教育的论文总数都超过了

1 000篇。其中民国部分，第三个时段是1 104

篇，第四个时段是1 768篇，第五个时段则是

2 455 篇，每一阶段增长幅度都在 600 篇左

右。民国教育研究持续升温。实际上，目前

史学界通行的观点，都是把晚清与民国放在

一起，统称为中国近代。对这一时期的教育

给予特别关注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点。一是

在人们的认知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即

相对于古代教育而言，近代教育由于是我们

的“昨天”，它所面临的历史场景与今天有更

大的相似性、可比性，所以，它的经验、教训对

“今天”的教育更具有借鉴意义。这种看法尽

管不一定全面，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主

导地位。二是单一研究范式的突破对于近代

教育史的研究而言，更具有深刻的解放思想

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范式

受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制

约，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对教育事件的分析完

全以“阶级”和“主义”为标准；在近代教育史

领域，则生搬硬套“革命史范式”。虽然就整

个史学界而言，20 世纪中期以后，无论是理

论层面还是实践领域，一种范式包打天下的

局面早已被打破，中国近代教育史领域也有

学者呼吁重新考虑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但

是，就整个中国教育史学界而言，似乎仍然未

能摆脱这种研究范式单一的严重影响。受其

束缚，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从洋务运动

表5 1994—2016年期刊发表
中国教育史论文以研究时代为依据的统计

年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数

古代

47

53

57

48

52

52

93

85

90

103

135

126

159

189

156

144

154

168

218

268

257

183

172

3 009

晚清（近代）

69

50

68

58

71

89

83

142

170

182

191

239

242

278

289

275

257

343

293

357

356

334

254

4 690

民国

58

105

65

73

83

76

83

129

121

165

204

290

324

296

342

331

392

407

454

533

480

555

433

5 999

革命根据地

8

12

2

4

8

5

2

3

5

7

3

5

16

11

12

8

14

11

25

24

16

14

21

236

当代

30

24

16

22

27

52

22

43

44

53

64

64

57

65

68

85

84

85

145

98

111

76

71

1 406

表6 1994—2016年期刊发表
中国教育史论文以研究时代为依据的分段统计

年

1994—1996

1997—2001

2002—2006

2007—2011

2012—2016

总数

古代

157

330

613

811

1 098

3 009

晚清（近代）

187

443

1 024

1 442

1 594

4 690

民国

228

444

1 104

1 768

2 455

5 999

革命根据地

22

22

36

56

100

236

当代

70

166

282

387

501

1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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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改革传统教育的破冰之旅，到维新运动

时期教育思想解放的第一波高潮；从20世纪

初清政府主导的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到

辛亥革命后的教育改革、南京国民政府的诸

多教育举措，等等，大多受到不是很公正的表

述。僵化范式的突破，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重

新认识“昨天”这段历史的积极性和探索兴

趣，于是，大量的成果喷涌而出。如果把表6

中有关晚清（近代）和民国时期教育的论文合

在一起，总数达10 689篇，是同一时期有关古

代教育论文的三倍之多。这种趋势，相对于

近代教育长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的状

况而言是合情的；但是，相对于传统教育两千

多年积淀的丰富内涵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而

言，又似乎是不合理的。历史在这里显现出

诡异的悖论。研究当代教育的热情虽有所增

长，但相较于其他时代，论文增长数量不是很

大，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是，在中国教育

史的学科体系中，当代中国教育史尚未成为

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更缺乏一支比较

稳定的研究队伍，所以，容易受到各种不确定

因素的干扰，因此，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增长

相对较缓。

其次来看以论文研究的教育内容作为分

类依据的情况。

从表 7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各研究主题

年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数

教育人物与教育思想（思潮）

48

50

40

45

53

60

50

94

88

120

159

160

198

179

188

199

186

209

240

323

293

181

160

3323

教育制度

28

23

34

23

33

40

46

64

61

72

84

78

91

99

93

81

93

87

125

157

156

139

104

1811

教育史学理论

9

6

10

12

9

12

10

21

18

24

16

48

26

39

33

49

29

41

35

33

27

30

24

561

高等教育

29

43

41

53

40

61

76

88

123

120

134

164

171

146

152

155

178

185

288

322

265

298

237

3369

职业教育

5

13

6

9

6

14

13

7

18

14

18

34

84

66

84

64

70

70

62

53

78

70

56

914

师范教育

5

8

9

4

11

1

5

7

6

6

13

16

19

14

22

25

25

20

44

39

34

47

40

420

普通教育

19

7

14

9

15

12

7

20

24

23

23

29

39

42

32

41

33

52

74

107

61

80

79

842

社会教育

11

3

1

2

4

1

4

5

8

13

15

9

22

11

18

18

19

28

28

27

32

20

22

321

教育改革

21

16

19

24

21

39

37

53

63

61

66

66

125

132

104

109

116

143

146

198

173

189

109

2030

课程与教学

8

7

8

3

8

7

7

15

16

18

13

21

16

25

21

21

32

36

50

51

43

51

39

516

表7 1994—2006年期刊发表中国教育史论文以研究教育内容为依据的统计

论文的分布与1979—1993年相比，发生了诸

多显著的变化。

一是新的主题的增加，比如说关于普通

教育、社会教育的研究论文分别以 842 篇和

321篇进入有效统计范围。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前一时期这两类研究成果一篇也没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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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确实说明，这两类研究成果都未能到达两

位数进入有效统计范围。其中与普通教育相

关的论文达 842 篇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很

可能与世纪之交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1999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2001年）以及教育部随后启动的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关。而社会教育

相关的论文达321篇则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

期间我国政府提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

的学习型社会”，将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改善民

生的重大施政内容有直接的关系。

二是各类主题排序的变化。这一时期，

关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论文以3 369篇的数

量超过教育人物和教育思想（思潮），由前一

时期的第三跃居第一。而关于教育人物和教

育思想（思潮）的研究论文数量为3 323篇，虽

屈居第二，但相对于教育制度的1 811篇，仍

保持了较大的优势。除去教育人物与教育思

想（思潮）和教育制度这两个主题，这一时期

按相关主题发表篇数排序的前五名依次为：

高等教育（3 369篇）、教育改革（2 030篇）、职

业教育（914 篇）、普通教育（842 篇）、教育史

学理论（561 篇）。有关高等教育史、职业教

育史研究论文的急剧增多，特别是高等教育

方面论文的飙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0世

纪末以来，“211”、“985”、“双一流”等名词，

几乎成了教育界甚至是整个社会家喻户晓的

流行话语，自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而

高等教育史、职业教育史两个主题相关论文

的激增，与前面论及的有关民国时期教育、晚

清时期教育论文剧增互相呼应，因为现代意

义上的中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都是从近代

才开始出现的。有关教育改革的研究论文数

量为2 030篇，接近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数的三

分之二。研究历代教育改革成败得失经验教

训的论文数如此之多，从传统的教育史研究

视角来看，确实出乎意料。这既是前一时期

这一趋势的自然延续，也是对世纪之交中国

当代教育改革重大举措频繁出台的历史回

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教

育规划纲要》（2010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4年）等重大

法规、政策、规章纷纷出台，一波接一波，一波

推一波。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二字成为

整个教育领域最响亮的口号，成为推动整个

教育学科各类研究最强劲的动力。探讨教育

史学理论的文章在这一时期有 561 篇，与前

一时期的32篇比较，增长了近17倍，这是一

个很突出的现象。平心而论，中国教育史学

界长期以来对学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相对薄

弱，21 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加强，与

中国教育史学界同仁努力摆脱对其他学科在

理论上的依附、试图构建自己学科基础的意

识和追求有关。

一般而言，由于学术期刊出版周期短、

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广泛以及流通便捷等因

素，期刊论文往往最能反映某一学术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体现该学术领域的发展趋势，

展现不同时期的学术热点和社会关注。通过

对1979—2016年各期刊发表的中国教育史论

文从数量和主题两个维度进行的初步考察，

似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走出低迷、徘徊、

突破瓶颈和持续快速发展的历程。1979—

1993 年的最初 15 年，共发表相关论文 1 082

篇，年均约72篇；从 1994年开始增长速率加

快，分别用了8年、4年和5年的时间，使论文

的产出分别跨上了年发表400、800和1 000篇

以上三个台阶，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明显而

稳定。第二，40 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主

题从传统的比较集中地关注教育人物、教育

思想和教育制度等领域，拓展到对各类教育

形态、各种教育问题的普遍关注。正如表 4

所显现的，1979—1993 年的最初 15 年，以教

育人物与教育思想（思潮）、教育制度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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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共 557 篇，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主题

的论文总计只有 163 篇，二者之比是 3.4 ∶1。
1994—2016年的22年间，属于教育人物与教

育思想（思潮）、教育制度的论文计5 134篇，

而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主题的论文总数达到

8 973篇，二者之比变成了1 ∶1.7。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教

育史学理论、教育改革、课程与教学等领域逐

渐成为教育史研究比较稳定的关注内容。第

三，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对教育史学理论的关

注和兴趣的提升也是这一时期体现出的一大

特点。第四，对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现实的持

续关注可能是 40 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体现

出来的最大特点。如前所述，无论是研究成

果数量的快速提升，抑或是各研究主题论文

数的升、降、沉、浮的大幅度变动，可以说，毫

无例外地都受到不同时期中国教育改革主题

的影响。

但是，梳理40年来各类期刊所刊载的关

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也可以发现一些

明显的问题。

一是论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与论文质

量并未获得同步提升的反差。这主要表现为

大量重复的、细碎的选题，既包括教育人物，

也包括教育事件和各类教育问题。以人物研

究而言，讲到先秦教育思想，就是孔、孟、荀、

墨；谈到近现代教育家，就是蔡、陶、黄、陈，

新的教育人物较少发掘，而关于上述被反复

讨论的教育家，也较少看到全面、系统、有深

度的成果，较少提供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

题、得出新的结论。不少文章从选题到研究

思路以至于框架结构，都给人以似曾相识的

感觉。这些重复的、细碎的研究，没有提供新

的知识，对于学术创新价值不大。

二是对现实的过度关注。在这里特意用

了“过度”二字，意在说明我们并不是一般地

反对教育史研究者关注现实的教育问题，更

不是主张教育史研究者应该把自己封闭在书

斋之中，青灯黄卷，暮鼓晨钟，完全不食人间

烟火；而是觉得在研究中不要跟风太快，反对

那种听到风就是雨的“趋新”、“骛新”倾向。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教育史研究失去了自己

的方向，迷失了学科追求，完全跟着“感觉

走”，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成了现实教育问题的

注脚。优秀的史学研究成果，应该对人们认

识未来、把握现在提供启迪和智慧，应该正确

地处理“求真”与“致用”的尺度，这才是我们

应该努力的方向。

三是关注和研究时段的失衡。这主要指

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术界把大量的精

力、时间集中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关注方面，

而对于有着深厚积淀和丰富内涵的传统教育

却未能给予应有的研究。

三、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与主题①

学位论文往往承载着申请者本人和指导

教师甚至包括学位申请单位的学术声誉，蕴

含着师生两代人的辛勤劳动，从一定意义上

讲，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学术贡献和

创新。所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史

的研究状况，考察几十年来产出的博士学位

论文，同样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我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中国教育史博士

学位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于 1986 年颁发的。

据统计，至 2016 年全国共有 415 位学者获得

了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详细情况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出，直至2000年，每年获得

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的学者均未到达两位

数。这是由于直到 2000 年全国高等院校中
——————————

① 博士学位论文相关数据主要参考易琴博士论文《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图景》中

“附录：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一览”，以及《教育史研究与评论》第一至第四辑“全国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论

文目录及摘要”，并检索了中国知网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等校图书馆馆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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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实际开

始培养中国教育史博士生的单位只有北京师

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现浙江大

学）三所学校。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获得中

国教育史博士学位授予权，三年后，华南师范

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获得了教

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福建师范大学获

得教育史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再过三

年之后的2006年，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陆续获得了中国教育史

博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审

核批准，全国有14所高等院校教育学一级学

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这就意味着有更多

的高等院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开设中国教

育史博士点，从此，在全国高校中，获得中国

教育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培养中国教育

史方向博士生的学校超过了10所。①

与期刊论文数量增减的原因相对比较复

杂不同，博士学位论文数增减最主要的原因

是学科授权点的变动。2011—2013年博士学

位论文产出最多，最高年份的 2013 年是 39

篇，这恰恰反映了从2011年开始获得中国教

育史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骤然增多。

下面考察 1986—2016 年中国教育史博

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所指向的历史时代。

从表 9 可以看出，在 1986—2016 年的 30

年间，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以研究时代

为依据的统计结果是：晚清（近代）163篇、民

国94篇、古代92篇、当代51篇、革命根据地4

篇、时代指向不明确的11篇。

如表 10 所示，在 1986—1996 年的 11 年

间，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以研究古

代教育为内容的有 22 篇，而同一时期，以研

究晚清（近代）与民国教育为内容的一共只有

4 篇，古代与近代之比是 5.5 ∶1。而在 2012—

2016年，二 者 之 比 则 变 成 了1 ∶4.4，完 全

逆 转 过来。即是说，以研究古代教育史为题

的博士学位论文数的减少和以研究近代（晚

清、民国）教育史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增加

都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而且是

愈演愈烈。上述这种趋势与前面讨论过的各

期刊论文的情况相近。以中国古代教育为研

究内容的期刊论文数在2012—2016年时段是

1 098篇（表6），以中国近代教育为研究内容

的期刊论文数在同一时段是4 049篇（表6），

二者之比是1 ∶3.7。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多年

来社会上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视与

“西方”相关问题研究的大环境和学术氛围分

不开，就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而言，近代教育的

研究最合此旨，因为讨论中国近代教育，“西

方”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1986—2016年对当代中国教育问题从历

史的视角进行审视研究的有 51 篇博士学位

论文，约占总数415篇的12%。从表9可以看

到，在2000年之前没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是

表8 1986—2016年
获得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人数统计

年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数量

1

0

6

4

2

3

3

1

2

3

3

3

8

5

9

10

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数

数量

6

10

15

19

28

26

26

32

38

30

32

39

14

18

19

415

——————————
① 有些学校如南京师范大学很早就获得了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能很快招

收培养中国教育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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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代中国教育史为主题的。从 2000 年开

始零星出现研究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博士学

位论文，并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8篇。对比

表5中以当代中国教育为研究主题的期刊论

文数，期刊论文数量的显著增长年份为1999

年前后。考虑到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周期长，

总体数量较少的情况，可以说，对于当代中国

教育的关注，期刊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两者

趋向大体一致。而这种关注，无论是出于经

验提升抑或是作为教训总结，都与现实教育

改革急迫需求的推动分不开。

下面，我们讨论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论

文以研究教育内容为依据的情况。

如表11所示，1986—2016年中国教育史

博士学位论文以研究教育内容为依据进行统

计，从高到低的顺序是：教育制度80篇、教育

人物与思想76篇、高等教育69篇、教育改革

48 篇、普通教育 35 篇、课程与教学 30 篇、教

育史学理论 23 篇。以研究教育制度为内容

的博士学位论文篇数居首位，与前面我们统

计的各期刊论文情况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在

1979—1993 年，有关教育制度的论文居第二

位，而在 1994—2016 年，则居于第四位。导

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中

国教育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对中国科举制度

和书院制度给予了长期的关注，以科举制度

的研究为例，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就提

供了大约 15 篇左右有关科举取士制度各个

层面系统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一现象的

出现，应该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社会对高

考改革的高度关注有关。可以作为佐证的

是，以科举制度研究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

产出最多的学科点，恰恰是厦门大学考试研

究中心所在地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

人物与教育思想（思潮）的选题在中国教育史

博士学位论文中排序居于第二位是一个很值

得研究的问题。如前所述，在1979—1993年

各期刊发表的中国教育史论文中，以人物和

思想为主题 者 是471篇，在1994—2016年间

表9 1986—2016年中国教育史
博士学位论文以研究时代为依据的统计

年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数

古代

1

0

5

3

1

2

3

1

2

2

2

1

2

4

0

2

3

5

3

3

1

4

2

5

7

9

5

4

3

3

4

92

晚清（近代）

0

0

1

1

1

0

0

0

0

0

1

2

4

1

6

5

2

1

8

9

14

12

12

17

14

10

15

11

4

4

8

163

民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3

0

2

2

4

5

8

6

6

10

4

8

13

5

9

6

94

革命根据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4

当代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1

2

2

7

2

5

4

7

4

3

8

1

1

1

51

其他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3

1

2

1

1

0

11

总数

1

0

6

4

2

3

3

1

2

3

3

3

8

5

9

10

6

10

15

19

28

26

26

32

38

30

32

39

14

18

19

415

年

1986—1991

1992—1996

1997—2001

2002—2006

2007—2011

2012—2016

总数

古代

12

10

9

15

27

19

92

晚清
（近代）

3

1

18

34

65

42

163

民国

0

0

6

13

34

41

94

革命
根据地

0

0

0

3

0

1

4

当代

0

0

2

13

22

14

51

其他

1

1

0

0

4

5

11

总数

16

12

35

78

152

122

415

表10 1986—2016年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
论文以研究时代为依据的分时段统计

—— 51



是3 323篇，相对于研究教育制度的期刊论文

数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为什么在博士学

位论文的选题中教育人物与思想的选题会屈

居于第二位？仔细分析 30 年来的博士学位

论文可以找到答案。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

各期刊所刊载的有关中国教育人物和思想研

究的论文中，“选题重复”是最大的弊端，一个

人物被多篇文章作为主题，史料重复，观点雷

同，文章篇数增加了，却没有提供新的知识。

这种情况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较少出现。

以古代教育人物而言，入选最多的是朱熹，有

三篇以之作为研究对象，但切入点不同；专门

以孔、孟、荀、墨等大教育家个人为题的博士

学位论文一篇也没有。近代教育人物这种情

况更少，入选最多的是陶行知，也只仅两篇，

像蔡元培这样的大家只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以之为题。

与这种现象同步的是，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选题的古今教育家名单却大大增加，如子

夏、吕坤、李贽、印光、胡适、丰子恺、钱穆、林

风眠、杜亚泉、王云五、李鸿章、袁世凯、严

修、盛宣怀、雷沛鸿、许崇清、卢作孚、阎锡山

等，不要说袁世凯、李鸿章、阎锡山、卢作孚等

人在20世纪80、90年代很难成为博士学位论

文讨论的对象，即使如胡适、杜亚泉、王云五

等人，也都是21世纪之初才受到关注。其中

的原因，正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得益于改革开

放的深入和研究范式的逐步多元化。表 12

的分时段统计显示，2002年之后以教育人物

和教育思想（思潮）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数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其源亦出于此。除教育人

物和教育思想（思潮）和教育制度这两个主

题，以高等教育和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博士论

文排在第一、第二位，与各期刊上发文的排序

一致，其原因也大致是我们在前面所指出

的。值得关注的是，以课程与教学论为题的

博士学位论文有30篇，虽然排名较后却也进

入了统计范围，如《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学法

表11 1986—2016年中国教育史博士
学位论文以研究教育内容为依据的统计

年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数

教育人物与
教育思想（思潮）

0

0

4

3

1

1

2

1

0

0

3

1

0

3

3

2

1

4

4

3

3

4

4

4

5

4

7

5

1

2

1

76

教育
制度

0

0

0

0

0

1

1

0

1

2

0

2

2

1

2

1

2

1

0

3

3

4

3

6

6

9

7

12

4

4

3

80

高等
教育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4

3

4

2

8

6

8

5

8

6

3

6

4

69

教育
改革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3

2

1

0

1

4

3

5

5

3

1

7

3

4

2

0

1

0

48

普通
教育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1

1

0

2

2

4

4

2

4

6

1

3

1

35

课程
与教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2

2

0

3

5

4

3

0

1

3

1

2

2

30

教育史
学理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3

1

0

0

1

1

1

3

1

0

3

1

3

2

0

0

0

23

年

1986—1991

1992—1996

1997—2001

2002—2006

2007—2011

2012—2016

总数

教育人物
与教育思想
（思潮）

9

6

9

15

21

16

76

教育
制度

1

4

8

9

28

30

80

高等
教育

1

0

0

12

29

27

69

教育
改革

1

1

7

13

19

7

48

普通
教育

1

0

2

3

14

15

35

课程
与教学

0

0

2

4

15

9

30

教育史
学理论

0

0

7

3

8

5

23

表12 1986—2016年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
论文以研究教育内容为依据的分时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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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科知识体系

的建构（1949—1963）》、《囿于传统的突围：语

文科课程早期现代化研究》、《近代中国大学

教材建设的历史考察——以商务印书馆‘大

学丛书’等个案为重点》，等等，相关论文选题

的增加，与世纪之初在学术界倍受青睐的学

科史、学术史研究的蓬勃兴起有关，更重要的

原因可能是教育史界学者知识结构更新、研

究视野拓展的结果。

四、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思考

前面我们以 1979—2016 年各期刊发表

的中国教育史论文和1986—2016年获得通过

的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为基本素材，从

论文内容指向的历史时代和内容包含的教育

主题两个维度，进行了考察分析，下面提几点

我们的思考。

第一，把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学术水

平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中国教育史作为教育

学的一个比较小的分支学科，目前已经每年

发表千篇以上的论文和完成 20 篇左右的博

士学位论文，应该说数量增加是相当快的。

与这种数量上快速增长相比较，我们的成果

在教育学学科内外影响力的提升可能是不成

比例的，很少有我们学科的论文在解释框架、

主要观点，或者在新方法的应用、新史料的发

掘上对教育学其他学科、对人文社会科学其

他学科产生较大的辐射和影响。与此相反，

我们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则常常从历史学、社

会史、文化史等学者的论著中受到启迪、获得

智慧。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就整体而言，中国

教育史的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注

重质量，首先要下决心抛弃那些重复的、零碎

的、不产生任何新知识的所谓“研究论题”。

选择研究课题，无论大小都要尽可能地建立

在充分梳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从寻找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入手，而不

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努力使自己论题的

研究成果能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供新

的内容，哪怕只是一点点。这虽然是一个看

起来有点理想化的目标，但确实是我们从事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第一步迈错

了，走得越快，可能距离从根本上提高学科研

究水平的目标越远。

第二，积极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是教

育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也是推动学科发

展和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当前中国

教育改革日益深入，面对诸多深层次问题，如

何从丰富多彩而又充满艰辛探索的中国教育

的历史长卷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我们

教育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前面曾经

论及，部分教育史学者对现实的教育问题特

别敏感，动辄从教育史中列举一些例子予以

比照、描述，但对这些现象缺乏深入的分析，

无法提供理论上的解释，很难引发人们的思

考。这当然也是一种回应，但只能说是一种

浅层次的回应或者一种比较功利性的回应。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成果仅止于对历

史上某种现象的“具体描述、机械式还原，只

运用历史学实证方法描述、还原社会现象的

原貌，满足于‘讲故事’，而没有社会理论的解

释与剖析，缺乏‘讲道理’的层面，使研究成果

缺乏深度”［6］。这样的回应很可能无法对解

决实际的教育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我们

要摆脱把陈述事实作为教育史研究唯一任务

的习惯性思维，努力把讲故事与说道理有机

结合，端正学风，既要清晰准确地还原史实，

更要合情合理地讲出原因。这就要从提高理

论思维能力和提高挖掘史料、陈述事实能力

两方面入手，加强训练，以迎接知识创新不足

和回应现实乏力的双重挑战。

第三，在研究范式、理论和方法等方面，

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既不故步自封，拒人于

千里之外，也不依附他人，处处看别人眼色行

事。多年来困扰教育史研究者的一个老问题

是，教育史学科是否需要构建自己独立的理

论体系、独特的方法论体系，主张者和反对者

—— 53



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我们的看法是，教育史

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学科的

一个专门史领域，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在教

育学科和历史学科之外为自己构建一套“专

用”的范式、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处在当今学

科渗透交叉日益密集，互联网大数据、海量资

料共享的学术环境下，如果一定要坚持这样

做，很可能就是画地为牢。应该提倡一种开

放的学术心态，在坚持史学研究基本要求的

基础上，努力吸收、借鉴、融合其他相关学科

的理论、方法，来研究自己的教育问题。需要

强调的是，这里的吸收、借鉴、融合不是生搬

硬套，不是趋新，更不是赶时髦；而是真正的

理解，真正适合于自己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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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Study in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Based on Journal Article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Tian Zhengping & Pan Wenyang

Abstract：The journal article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are studied from two dimensions——the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educational
subj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 has experienced a sluggish period before it grows rapidly. The
subjects of journal articles are expanding across traditionally focused fields of educational figures，thought and systems to
a widespread attention to all kinds of educational forms and problems. The interest in the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s
improv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diversity. However，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poor quality，
trivial and repeated themes，over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and imbalance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writings.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doctoral programs. As
for the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dissertations，there is a preference of modern period to ancient period which trends
generally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journal articles. In terms of the themes of the dissertations，affected by the general
attention to Gaokao reform，the number of educational systems themed dissertations exceeds those focusing on figures and
thought. The dissertations on the themes of educational figures and thought have richer subjects which avoid the minus
side of repeated themes of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future，we should place the improvements of research quality and
academic standards in the highest place. And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navigate the fine line between truth and
practicability wh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and making positive responses. Moreover，we should remain open to the
changes in research paradigms，theory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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