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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机构科研育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

教育科研机构作为我国科研院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诸多成就，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作

出了重大贡献。现阶段，我国在各省市级、地市级及高等院校中都设有教育研究机构，教育科研人员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强大的推动力。在新时期、新背景下，针对教育人才培养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如何提高教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和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成为现阶段我国教育机构科研
育人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育人才专业化发展的策略，以期完善全
国教育科研院所队伍建设系统，建立起优秀科研人员培养机制，提高我国教育人才专业化水平。

李凤琴等所著的《教育人才专业化发展策略——我国教育科研院所队伍建设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是
一本关于“教育人才专业化发展策略”的研究专著，以具体实例对我国教育科研院所队伍建设的策略展开论述。本
书共四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我国教育科研院所队伍建设的研究报告，包括新时期我国教育科研院所队伍
建设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我国省市级教育科研院所教育研究人员素质结构研究、优秀中青年教育科研人员成长的
激励机制研究、优秀中青年研究人员外在成长机制的案例分析、我国优秀教育研究人员成长规律个案研究、北京
市、区(县)教育科研院所教育研究人员素质状况调查报告、北京优秀中小学教师成长因素分析。这一部分通过调

查研究我国教育科研院所队伍的现状、成长机制、成长因素等进行了详细论述，为提出具体策略奠定了基础。第二
部分是关于教育科学规划的几点感受，又分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求事业的成功点；永远的学府永远的激
励；开拓民办教育的新空间；长年坚持历练成材——同青年学者谈学者成功的发展阶段；我的专业发展之路。作者
从他人与自身的专业发展角度提出了一些观点，具有借鉴性。第三部分包括专家鉴定意见、《新时期加强我国教育

科研人员队伍建设的研究》开题报告、我国教育科研院所基本情况调查问卷，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角度提出了教育
人才专业化发展研究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第四部分摘录了国家中长期(2006--2020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序言及第十部分)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科研院所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分析了国外教学专业发展道路，涉及英

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关于美国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初步研究(摘要)，进而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与

方法创新展开论述，并提出用科学态度对待人文社会科学的观点。教育机构科研育人理论的落实需要基础现实情
况，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与改善，首先应调整教育科研人员的专业、年龄、职称等结构问题，同时重点关注中青年骨
干人员的素质提高与专业提升。其次应对教育科研人员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保证教育科研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教育科研院所队伍中构建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将教育机构科研育人理论落到实处。

总之，该书以“教育人才专业化发展”为核心，以具体案例作为分析对象，探索了我国教育科研院所队伍建设的
相关问题。本书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为我国教育机构科研育人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内容全面详尽，深入浅出，在

调研内容上有所创新，填补了教育科研素质状况与中青年人才成长机制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实践意义与参考
价值。本书实用性强，既可以作为我国教育科研院所队伍建设的参考用书，又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师范类专业人才
培养的教学用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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