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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教育法学的独

内容提要 教育法学是否应戚为一门独立学科,理论界尚有争论。本文从教育法

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学科体系以及研究体系、独特作用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教育法学的

独立学科地位。

关键词 教育法学 独立学科

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 :有 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田,有独立的学科体系、慨念休

系和原则体系以及研究的方法体系,教育法学已具各了这些基本条件。

(-)教育法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是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是衡毋某一学科是否独立的核`心标淮。教育法学独有的研究对象

足教育法制现象,包括教育立法活动、教育法律规范、教育执法、教育护法、教育执法监督、教育法

制的I学 习、研究和宣传等现象。i匝过这些现象可以抿示其规律,指导教育法制实践。

教育法学有白己的特定研究范围c

在我国,法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一是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它 研究法制现象屮的

必然性问题,揭示其规律 ;二是法律的应用研究,揭示具体法律规范产生的冲突中,做 出强制性的

选择或理性的界定 ;三是法律规范内部结构的研究,使一定法律概念、原则、条规组成内部和 i皆统

一的部门,并使之成为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学研究大体上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一是教育

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它研究教育各种现象中的必然联系问题,向 人们展示教育的一般规律,解 决

人们的教育观 ;二是学科教育学研究,揭示具体学科教育教学规律,指 导人们从事思想教育和教

学实践 ;二是教育学内部结构研究,揭示其内部各要素的必然联系,便于组成内部和谐统一的科

学。然而法学研究屮有一个重要领域基本未涉及,即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下,有关教育法律制度的

产生、发展和实际运行过租,实际~L法与教育的关系基本未涉及。文言面i前无所谓民主法制。教

育学的研究亦有一个领域基本未涉及,教育离开了法的规范,也是下町想象的。教育法学的产

生,恰好消除了法学和教育学研究的盲点。

近厂1年来,法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殂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强 调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实

施依法治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法学与教育学研究,-· 芷1同教育的现实需求和发展存在很大的

立性

堂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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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法学界注重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强 调学习法学基础,普 及法

律知识,如 目前各学校廾设的公共法律基础课程。而对于如何用法律规范教育,教育怎样依靠法

律的保护,教育法制观念的树立等等理论与应用研究就涉及较少。尽管法学界和教育学界少数

热心学者、专家对这个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但 曲于学科目标和人们观念的限制,教育法制的

研究仍然处于萌芽和白流状态。而教育法学的产生,则从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根据法学和教育学

基础理沦,并结合白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展示了自己研究的特有范围:教育法制的产生、发双,教

育法学的产生,发展教育的立法、执法、护法、监督,教育法制的学习、宣传、研究,教育法规内部结

构与协调,教育法学内部逻辑结构等,为教育法学成为独立学科创造了条件,展示了教育法学发

展的光明前景。

(二 )教育法学有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

法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它必然有自己的研究体系,即国内法学、国际史学、比较法学和国外法

学 ;立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律社会学、理论法学和法学的边缘学科。该体系的重点是解决刑法、

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及其程序发展的历史、现状、发展和比较等问题。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 ,

它也有 自己的研究体系,即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德育论、教育评价、课程论、教学论、班主任△

作、教师论、学习沦、学佼管理论、考试论、教育技术论等。该体系重点解决的是教育观,教师、学

生、教育手段的历史、现实、发展及其比较研究。尽管两门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可以或正在涉及教

育法制问题,但由于关注点不同,仅 凭他们其中某一分支学科体系来代替教育法学体系是困难

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导致教育法学研究体系的自我形成和完善。

教育法学体系包括纵向和横向研究系统。从纵向看,它包括教育法学基础理论、宪法中的教

育准则、教育法、教师法、普通教育法规、职业教育法、成人教育法、特别教育法规、教育执法监督

法规、教育争议仲裁法规等。从横向看,它包括国内教育法制研究、国外教育法制研究、比较教育

法制包括两岸教育法制研究、各教育法律部门及其协调研究、法律同教育政策关系研究等。纵横

向研究体系构成了教育法学的独特研究体系。这个研究体系同法学研究体系与教育学研究体系

的不同之处是重点解决法对教育行为的规范和教育规律的掌握必须依靠法的强化。

(三 )教育法学有独立的概念体系和原则体系

有独立的概念体系和原则体系也是一门学科成热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的经济法学已成为

一门独立学科,尽管它还没有一部统管经济全局的经济法典,但人们对经济法制现象的研究,形

成了包括经济法、经济法学、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权利和义务以及大量的经济法律部

闸、经济法律部门法学如经济合同法学概念体系等,形成了包括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地位、遵循经

济规律、促进和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以及各经济法律部门法学的原则体系。教育

法学同样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原则体系。教育法学的形成比经济法学的形成更具优势是有了一

部统率教育全局的教育法典。它的概念体系包括教育法、教育法学、教育法制、教育法原则、教育

法律关系、教育权利、教育义务以及各教育法部门形成的部门教育法如教师法、教师法学、教师法

原则、教师权利、教师义务等概念体系;教 育法学的原则体系包括 :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

平、坚持教育的战略地位、倮证公民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实现、重教尊师原则以及各教育法形成

的部门教育法学,如教师法学的尊师原则、确保教师萦质原则、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原则、爱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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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则体系。教育法学的概念体系和原则体系显然也是不能用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概念和原则

体系来替代的。

(四 )教育法学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系

我国法学研究的方法大体上有三种 :历史哲学的方法,研究其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的必然

性;阶值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的合理性 ;逻辑的方法,研究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的

内部结构。
=种

方法形戊自己的体系,形响和促进着法学研究向纵深发叹。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大体上也分成二种 :历史哲学的方法,研究教育、教育学的产生、发展,巾 外教育家J怼 想形成、发

眨,揭示其⋯般规律;实证的方法,通过对各教育现象的观察、分析、调查、实践,经 归纳、总结、提

炼、升华,揭示其阶值,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 ;元研究方法.研究教育学本身的内在结构及其逻辑

起点,构建科学的内在结构和严密的教育科学体系。二种方法形成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影响和

促进着教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教育法学是曲法学和教育学结合而形成的边缘性学科,它除受他们研究方法的指导外,还结

合本学科自身特点和研究内容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方法体系。教育法学的研究方法大体可以

分成三个层次:第 一层次为具有方法沦意义△.的 理论模式,这种模式在于为国家及其教育工作者

提供一个规范性框架,用 以规范各级政府及其有关人员在处理有关教育事宜中的行为准则;笫二

层次研究为应用理论意义上的应用模式,这种棋式着重为教育工作者 提供各种视角,如教育法

律规范分析、角色分析、原则分析、比较分析等,坚定人们的教育法律观念,养成实施教育法制的

白觉行为 ;笫 三层次为技术性方法,它着重帮助人们解决如何依法治教、依法执教、依法护教,以

指导人们的教育法制实践。教育法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形成一体,弥补了法学研究脱离教育

实际和教育学研究脱离法制现实的不足。

一门蚀立学科还应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教育法学在教育中将发

挥对国家有关教育事宜进行规范性描述、检测、评价、顶测的特有作用。

(-)教育法学的描述作用

科学理论如不能准确地了解它所面临的廿界如何运行,那 么它对这个世器施加的影响就不

可避免地具有言日性。法学研究所提供的是在 一定时空和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法制 ,

如何进行法制,法制如何运行 ;教育学研究所提供的是在一定时空和一定政治经济条伺rF,为 什

么要进行教育,如何进行教育,教育的进程是什么。从某种意义~L讲 ,二者对日前以至今后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民主法制教育,只是提供了一张画上坐标方位的图纸,要 画出优美的曲线,则

要由教育法学来完成。教育法学能为教育的宏观问题和一些微观方面的现实问题作出法律的理

论描述和科学的解释 ;它既可以根据教育法律事实来描述法同各科教育要素的关系,也能用教育

法律事实来描述教育法制系统内部诸要素间的关系。具体地讲,诸 如与教育法律有关的教育活

动如何开展,应遵循哪些原则;教育人际关系如何形成,教育人际如何影响青少年成长 ;根据什么

标准来确认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领导者的行为合法或违法,哪些要素构成教育行为的合法或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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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哪些教育活动不受教育法律的干涉,哪些教育行为及其后果应受到保护、表彰或惩罚 ;各种教

育构成比例 ;教育活动的基本程序及其要求,各种教育活动之问如何发生联系;教育法条、制度、

政策及其关系 ;教育法制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 ;教育立法、执法、监督如何发挥作用 ;中 外教育法

制有何异同,哪些可以借鉴等,教育法学都可以作出描述,得 出的规范性命题的真假都可被教育

法制实践所验江。在一定条件下,教育法学还能利用定虽分析或某种数学模型来描述有关教育

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如教育经费的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各级财政艾出中教育经费艾出

应占的比例,教育经费支出的多少与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及其人才培养状况的关系等。

(二 )教育法学的检测作用

教育法律规范按照其法律的权威性q在教育法制实践中发生效力,这应该是存在于教育学家

头脑中的一条公碧u。 在教育法学未产生之前,屮外法学家们儿乎都把各种形式的法转移到行政、

经济、社会等领域并发生实际效力的
“
活动

”
当成一个自然过程,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简单、明白,无

需验证。而Ⅰ要把法的形式转移到教育领域并发生实际效力,至今才初步得到法学界和教育羿的

认同。事实上,法 的形式在教育领域发生效力,规范国家教育及其行为,古 已有之,只是人们尚未

研究,未 引起人们的注忠而已◇其结果是严重地削弱了人们站在法制角度来审视教育问题,使人

们特别是教育领导者往往分不清法律文献或法律文献表述的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人的发展

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要么空淡按教育规律办事,要 么空谈要依法治教。其实,要依法治教就应制

定系列教育法规,建 立健全教育法律休系和行政教育法规体系。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侬、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同时,学习和研究教育法制现象,揭示其规律,指导教育法制实践,而这一切

只有研究教育法学才能办到。依照教育规律办事,既要帮助教育⊥作者特别是领导者树立教育

法制意识,提高依法治教、依法护教的白觉性,更要帮助他们提高对依法办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在教育法学未产生之前,人们已习惯遵循教育规律办教育c但 山于教育规律难掌捱,亦欠规

范,决定了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领导者对国家教育及其效果上检测标准的随崽性和任意性。而教

育法及教育法学的产生,既解决了按教育规律办事,又有了科学、稳定、规范的检测标准。谁不侬

法办教育,谁就l妩违背了教育规律又违反了法律 ;谁严格依法治教、依法执教、依法护教,谁就萁

Ⅱ掌握了教育规律。

(三 )教育法学的评价作用

教育立法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办教育的垠高崽志性的强制性选择。教育法中的每一具体规范

都是立法机关在众多各选方案中,结合教育规律,经反复的科学论证,并根据对国家、民族、对社

会、对 人身心发展最为有利的原则,经科学分析比较后选择出来的。这种选择崽味着在一些相互

冲突的价值中,有些教育的相关内容被立法机关优先考虑,有些则被暂时搁置。如教育法屮规

定,“ 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 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

,“ 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

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仝社会应当尊重教师
”
,教育投入方l盯 的两个

“
逐步提高

`二
个

“
增 κ

”
等,垠

为明显地体现了教育、教师的地位。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中,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等当然极其

重要。没有发达的农业、工业、国防、科技,教育的发展也是困难的、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对其

它职业人员的尊重,也谈不 -L对教师的尊重。但是,为 了国家、民族的长期利益,立法机关在教育

法屮规定,国 家在考虑和安排各项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中,丿1其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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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尊重的诸多职业人员中,尤其需要尊重教师。如果没有教育法规定,人们也可能根据教育

规律及教育实践经验作出教育要优先发展,尊重教师的选择,但 由于既无客观标准,也无权威性

的条文依据,则会导致众说纷纭,其结果是使人们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教育法颁布之前,社会各

‖包括教育界内部,对教育是否需要立法,既有持肯定态度者,又有持否定态度者。双方都能找

到理论依据和现实存在支持自己的观点。然而,要作出对争论双方的客观评价,就必须进行深入

的国情调查,验证和分析通过教育立法,对 lxl家 、民族 ,对苷少年成长可能带来的利与弊 ;同 时,

还要考察国外通过教育立法规范教育,对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利与弊,再经过科学的分析、比较

后,作 出了教育必须立法的选择。可见,通过教育立法,对教育实施法制,有助于统一人们对教育

问题的思想认识,规范人们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行为。囚此,教育法学是研究教育法制现

象、揭示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更有助于人们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及其领导者树立教育法制观念 ,

热练掌握依法治教、依法执教、依法护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高教育法制素养,科学评价教

育行为,从而不断提高依法治教的水平。

(四 )教育法学的预测作用

顶测是人们有目的地根据已有知识、经验、科学方法,推测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活动,它是理

论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重要方式之一。教育法学可通过各种技术方法,充分考察一系列的教

育现象,大量收集其资料并按照一定时问顺序或关联程度分类,对各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研究,再归纳出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命题,然后用新近发现的教育现象,对命题进行再检验

和修正。如果能解释教育普遍现象,该命题就可视为原则,如
“
萦质教育

”
、
“
教脊优先

`“

呼重敉

师
”
、工个

“
逐步提高

”
、二个

“土曾κ
”
等原则。这些原则一方而可以用来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未来进

行推测,另 一方面也会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对其科学性加以进一步的验证。教育法半的研究,对

于及时纠正教育法制建设中的失误是极为有利的。教育法制是静态和动态的有机结合,而 五点

是依法治教。教育法学的预测作用可以使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领导者及时认识 :随着社会主义教

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法律将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趋势中有哪些教育法律原则和规

范条文将随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被抛弃,因而失去合理性和实际效力 ;有哪些教育法律原则和规范

条文将更能发挥其规范教育行为,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而 加以强化和更加规范化。目前,我

国教育正处在一个由应试教育转变到素质教育,山 教育人治转变到教育法治的历史阶段。i咀过

教育法制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基本方法之一\=

综上所述,教育法学不仅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范围,有独立的学科体系、概念和原则体系

及其方法体系,而 彐̂ ,教育法学以其特有的学科地位在国家教育领域发挥首规范性描述、检测、卜F

阶、顶测的作用。囚此,教育法学在高等教育学科门类专业屮应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