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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学系2004年科研成果统计一览

[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学系 

[ 单位 ]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学系 

[ 摘要 ]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学系2004年科研成果统计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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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部分：吴遵民:“终身学习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及过程”，《教育评论》2004年1期吴遵民：“关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思考”，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1期吴遵民：“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现状分析与问题”《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6期吴遵民：“千万别迷信

大学排行榜”，《新闻晚报》2004年2月17日吴遵民：“名师为什么不给本科生上课”《东方早报》2004年3月5日3G版吴遵民：“关于基

础教育研究的思考”《新教育论坛》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吴遵民：“全球化背景下学习化社会与基础教育改革”载《全球化

信息化背景下基础教育改革问题的诊断与对策报告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遵民：“试论基础教育研究中质性和量化的失

衡”，《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吴遵民：“当代终身学习概念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发展的国际动向”，《基础教育研究》2004

年第3期吴遵民：“中国社区教育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东亚社会教育研究》（日本）2004年第9期吴遵民：“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新机

制”（专访），《教育时报》2004年8月5日吴遵民：“全球化背景下‘学习化社会’与基础教育改革”，载《教育全球化、信息化与学校

变革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遵民：“‘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研究报告”，载《“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丛书》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吴遵民：“在‘高深理念光环’的笼罩下－关于基础教育研究中‘质性’和‘量化’严重失衡的思考”载《新教

育论坛NO.1》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吴遵民：“关于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研究”载《当代中国：发展、安全、

价值（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政涛：“论中国教育学学派创生的意义与基本路径”，《教育研

究》2004年第1期李政涛：“教育学的生命之维”，《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李政涛：“论‘教育学理解方式’的特质”《华东师范大学

学报（教科版）》2004年第1期叶澜、李政涛：“为创建‘生命实践学派’而努力”《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李政涛：“解读课程论与教

育基本理论的关系”《湖南师大学报（教科版）》2004年第4期李政涛：“追寻生命实践的教育智慧”《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4期李政

涛：“学生：在表演和观看中生成的生命”《教育科学》2004年第2期李政涛：“把教育理论转化为生产力”《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1期

李政涛：“制度设计、制度创新与制度智慧”《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5期李政涛：“图象时代的教育论纲”，《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

年第8期李政涛：“论教学的戏剧性转换”，《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8期李政涛：“教师的四种类型”，《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11

期李政涛：“教师发展的理想与现实”，《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十期熊川武：“教研是教师幸福之源”《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5期

熊川武（第二作者）：“示范性高中实验理解教育的德”《中小学教学研究》2004年3期熊川武、江玲：“论教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基本

差异”，《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年第5期。熊川武：“论基础教育改革中教师态度的转变——以‘理解教育’的试验与推广

为例”，《北京教育》2004年第9期熊川武、江玲：“论‘反思创读、多重循环’——‘理解教育’的教学模型”《上海教育科研》2004

年第11期熊川武、江玲：“‘反思创读、多重循环’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12期。马和民：“强化制度建设、

推进对教育乱收费的综合治理”《中国教育报》2004年3月24日马和民：“论传统中国的社会化理论与实践”，《浙江大学学报（人

文）》，2004年第3期马和民：“中国教育社会学2003年度发展报告”，载叶澜主编《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2003》，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吴亚萍：“基于‘新基础教育’理念下的探究性学习”《课程教材教法》2004年第5期吴亚萍：“‘新基础教育’数学结题报

告”，载《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报告集》中国轻工出版社2004年5月版范国睿：“复杂科学与教育组织管理”《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范国睿：“城市化进程中的学校教育变革”载《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报告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版范国睿：“当前义务教育质量评价现状：问题与对策” 载《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报告集》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4年1月版范国睿：“学校教育质量的发展性评价：从理念到行动” 载《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报告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范国睿：“多维视野中的学校及其变革” 《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10期王建军：“研究性学习与学生

的自我教育”《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4期王建军：“合作的课程变革中的冲突”《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5期王建军：“‘新基础教

育’中的教师发展”《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报告集》中国轻工出版社2004年版王建军：“实践为本的教师专业发展：专题性听、说、评

课活动”《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7期王建军：“教师反思与专业发展”，《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10期王建军：“个别差异与课程设

计中的通用设计” 《课程教材教法》2004年第11期王建军：“课程论”载叶澜主编：《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2003》，上海教育出版

社2004年版黄书光：“中国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与民族性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4期黄书光：“马相伯‘毁家兴学’与震旦学

院的兴起”《教师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黄书光：“马相伯中西汇合的文化教育观”《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2004年第1期黄书光：

“马相伯宗教价值观与天主教中国化探索”《学术界》2004年第1期黄书光：“马相伯治校探微”《南京晓庄师院学报》2004年第2期黄书

光：“论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载邴正、邵汉明主编：《解社会之惑---<社会科学战线>创刊25周年精华集》(综合卷),吉林人

民出版社2004年5月黄书光：“转型期社会环境与中国儿童人格教育的文化审视”,载日本《神户大学发达科学部研究纪要》第10卷第3号特

集号，2004年6月。单中惠：“21世纪世界基础教育改革政策的展望”《外国中小学教育》2004年第6期单中惠：“‘儿童之秘’的解

读”，《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0月1日李家成：“‘新基础教育’班级建设改革研究报告”，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

报告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李家成：《“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研究报告》，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报

告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李家成：“论中外教育研究中的‘生命’概念”，《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李家成：

“论当代中国新型校长的素质”，《教育论坛》，2004年第2期李家成：“‘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的独特性”，《中小学管理》，

2004年第4期李家成：“建立富有生命气息的评价关系”，《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6期李家成：“对当代中国学校管理改革走向的思

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9期李家成：“论学校发展规划在学校变革中的价值实现”，《当代教育科学》，2004年第16期李

家成：“聚焦大一学生的成长需要”，《思想 理论 教育》，2004年第9期李家成：“论学校变革中的力量集聚”，《教育发展研究》，

2004年第10期李家成：“走向关怀生命的学校教育”，《人民教育》，2004年第21期李家成：“关注学生的成长——高校院系学生思政工

作思路的探寻”，王小明主编：《社会转型期高校德育工作创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金洲：“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问

题与改进路向”，《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郑金洲：“改进教育实践：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指向”，《人民教育》2004年第1期郑金洲：

“从实践者转变为研究者：教师角色的变化”，《人民教育》2004年第2期郑金洲：“行动研究：教师教育研究的定位”，《人民教育》

2004年第3期郑金洲：“从实际中来：研究课题的确定”，《人民教育》2004年第4期郑金洲：“在研究中生成：研究方案的制定”，《人

民教育》2004年第5期郑金洲：“从计划到反思：教师教育科研的基本程序”，《人民教育》2004年第6期郑金洲：“在过程中生成：研究

方案的制定”，《人民教育》2004年第8期郑金洲：“教育研究方式与成果表达形式之二——教育叙事”，《人民教育》2004年第18期郑

金洲：“教育研究方式与成果表达形式之三——教育案例”，《人民教育》2004年第20期郑金洲：“如何反思自己的教学——解读《记我

的一次反思教学经历》，《人民教育》2004年第22期郑金洲：“校本培训：意蕴、类型、实施”，《教育研究杂志大陆版》2004年第7期

朱家雄：“中国幼儿园课程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德文），《学前教育的国际视野》，（本书收集了１０余个国家学前教育专家的近

２０篇论文，在德国出版，并已译成英语），２００４年版朱家雄：“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民办学前教育事业的发

展”，《两岸民办幼儿教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5月朱家雄：“课程发展与教师的专业成长——以学前课程为例”，

《第18届课程理论与务实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康轩出版社，2004年。朱家雄：“给幼儿园教师‘松绑’”，《幼儿教育》，2004年

9月。朱家雄：“幼儿园课程中幼儿园教师的角色定位”，《早期教育》，2004年8月。朱家雄：“幼儿园课程中幼儿园教师的角色定

位”，《早期教育》，2004年8月。朱家雄：“我国民办幼儿教育发展与展望”，《学前教育研究》，2004年7月。李晓文：咨询报告“ 上

海市国营传媒单位青年个案研究” ， 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研究中心（筹）委托课题，报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审阅，2004年3月递交   李晓

文：“青少年日常行为取向及其形成因素分析—自我发展特征透视”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4年第4期李晓文：“上海市宣传系

统新闻传媒单位从业青年心理状态个案调查报告” . 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研究中心（筹）委托课题. 报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审阅.2004年李晓

文：“‘新基础教育’实验中学生的成长”，载《“新基础教育”理论和推广性、发展性研究报告集》，中国轻工出版社，2004年  李晓

文：“活力，焕发于整体性构建的英语教学过程” 载《“新基础教育”理论和推广性、发展性研究专题论文、案例集（下）》，中国轻

工出版社，2004年李晓文：“童趣促进小学生的英语学习”，载《“新基础教育”理论和推广性、发展性研究专题论文、案例集

（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  李晓文（第二作者）：“ Dweck成就目标取向理论的发展及其展望”，《心理科学进展》， 2004



年第3期宁本涛：“中国教育发展战略与教育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提交给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04年6月宁本涛：“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

置的第三条道路——兼论‘公私合作办学’的创新性”，《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9期宁本涛：“民办学校自主发展的制度分析”，《教

育研究大陆版》2004年第9期宁本涛：“世纪初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反思”，提交2004年中国教育经济学术年会论文宁本涛：“从人为

本，协调发展——识读邓小平的教育经济观”，上海市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入选论文。霍益萍：“Le lyceé en chine 1922-2002”，

《Histoire de l`education》，2004年第101期霍益萍：“法国开展关于学校未来的教育大讨论”，《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10期霍益

萍：“为了所有学生的成功——法国全国教育大讨论总报告概述”，《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12期杨小微：“‘对话’与‘独白’：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评价问题探讨”，《教育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杨小微：“关系思维视域下的教育‘图景’”，《教育理论与

实践》2004年7期杨小微：“聚焦教育研究会议综述”，《教育研究》2004年1期杨小微：“行走于天地之间”，《基础教育》，2004年第1

期。杨小微：“关注个体生命的主动发展”，《21世纪教育》（北京），2004年第3-4合期。杨小微：“融天地古今于半亩方塘”，《人民

教育》（北京），2004年第13-14合期。杨小微：“价值引导与价值商谈”，《教育科学研究》（北京），2004年第10期。杨小微：“还

给，是为了生成”，《湖北教育》（武汉），2004年第19期。杨小微：“在对话过程中重建评价机制”，《课程·教材·教法》，2004年第5

期。鞠玉翠：“策划与困窘：一位‘教育博士’教师的故事”《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6辑鞠玉翠、陆有铨：“教师教育有效性透

视——默会知识论的视角”《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吴志宏：“‘两格之争’ 评述及其方法论启示”，载《中国教育管理评

论》第二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叶澜：“校长今天应该怎样学习”，《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4期叶澜：“‘教育的生命基础’之

内涵”，《山西教育》2004年第6期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教育研究》2004年第7期黄向阳：“激发社会的道德感

染力”，《解放日报》2004年5月13日黄忠敬：“走向均衡：我国基础教育改革重心的转移”，《教育科学》2004年第6期黄忠敬：“课程

研究的基本范式及比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5期著作部分：杜成宪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3月版单中惠主编：《外国素质教育改革政策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单中惠主编：《外国教育经典解读》，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4年9月单中惠译：《童年的秘密》，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吴志宏主编：《多元智能开发系列丛书》《多元智能案

例：教师、学生与学校》（张敏、刘竑波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吴志宏主编：《多元智能新视点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年4月《多元智能与课程整合》（郅庭瑾主译）《在课堂上开发多元智能》（郅庭瑾主译）《学习之路：教给学生与家长多元智能》

（张晓峰主译）吴志宏（第二主编），《中国民办教育研究200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杨小微主编：《现代教学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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