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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库研究现状与进路预判
———基于 ＳＡＴＩ的量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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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教育智库象征着国家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对其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有着非常重
要的价值。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教育智库研究的热点与趋势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教

育智库研究起步较晚，但却呈现迅速上升的态势；高校教育智库、教育智库建设以及新型教育

智库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题，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也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综合聚类分析与多维尺

度分析发现，教育智库研究的主题主要分为四类：高等教育智库、新型教育智库、智库建设的

路径、社会实践与教育改革发展。从进路预判来看，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国情，促进教育智库

的本土化发展；加强实证研究，转变教育智库研究 “定势”；重构教育智库研究结构，助力教育

智库 “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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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处于不断转型与变化之中，改革
发展任务越重越需要智力支持。高水平、国际化

的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的重要象

征。２０１３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健全决策机制程序，发挥思想库的作

用”［１］，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 “智库”

概念。２０１５年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

意见》中提出： “智力资源是国家、民族最宝贵的

资源，到２０２０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
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２］。

“教育智库对于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而教育智库的研究则是推动教育智库

发展的基础”［３］。因此，本文拟通过梳理和分析国

内当前的教育智库的研究热点、趋势和主要内容，

以期对教育智库有更深入的了解与全面的认识。

一、教育智库概念界定

１９７１年，美国研究者保罗·迪克森 （Ｐａｕｌ
Ｄｉｃｋｓｏｎ）首次提出 “智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ａｎｋ）概念。
所谓智库，又称 “思想库”，广义上代指一切以政

策研究为中心，以 “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独立和

非营利”为特征的研究机构［４］。

“教育智库是指以教育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

为辅，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处理有关教育问题时

提供专业的理论、策略或方法等科研机构”［５］。“国

际上最早教育智库研究始于１９７５年，其后的２３年
间无人问津，直至１９９８年开始，才逐步有研究者对
教育智库展开研究”［６］。谷贤林和邢欢对美国教育

智库进行了分类： “一是关注教育问题的综合性智

库；二是针对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三是由高等学

校组成的教育研究联合体”［７］。与此相对应，王建

梁与郭万婷以教育智库的主体为划分标准，将我国

教育智库分为官方教育智库、高校教育智库与民间

教育智库三大类型［８］。结合文献阅读，本研究认为

教育智库的组成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被研究

者广泛研究的高校智库，以及其他综合教育智库。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基于教育智库的内涵、分类，在 ＣＮＫＩ中国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 “教育智库”、 “高校

智库”、 “大学智库”为检索篇名；期刊来源为核

心期刊与ＣＳＳＣＩ，得到文献共计２１５篇。根据各文
献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最终筛选出与教育智库密

切相关的文献 ２０５篇。以这 ２０５篇文献为研究对
象，分析近年来教育智库研究的全貌，总结教育

智库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聚类分析法、社会网

络分析法对我国教育智库研究现状与趋势进行分

析；其 中，研 究 工 具 包 括：题 录 分 析 软 件

ＳＡＴＩ３２，ＳＰＳＳ１７０，Ｅｘｃｅｌ，Ｕｃｉｎｅｔ６。

　　三、研究现状：教育智库研究的

可视化分析

（一）论文数量年份分布

对上述２０５篇文献的年代分布进行研究，梳理
我国教育智库研究的基本概况 （见图１）。

图１　我国教育智库研究文献年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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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智库的研究虽然起步
较晚，但却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其中，２０１３年
起，关于教育智库的研究的论文数量显著提升。可

见，教育智库的研究逐步走进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二）研究热点分析

１．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检索出的２０５篇文献运用 ＳＡＴＩ软件词频统

计功能，将我国教育智库研究的所有关键词进行

词频分析，得到４６６个关键词，频次共计７８３次，
平均每个关键词出现频次为１６８次。其中，部分
关键词 （频次排名前２０）如表１所示。

表１　我国教育智库研究词频分布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高校智库 ８５

２ 教育智库 ４０

３ 智库 ２８

４ 智库建设 ２６

５ 大学智库 １５

６ 美国 １１

７ 高校 ９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６

９ 运行机制 ６

１０ 地方高校 ５

１１ 新型智库 ５

１２ 发展现状 ５

１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４

１４ 高校教育智库 ４

１５ 教育决策 ４

１６ 独立性 ４

１７ 智库人才 ４

１８ 政府决策 ４

１９ 功能 ４

２０ 政策咨询 ３

由表１可知，高校智库、大学智库、智库建
设、智库人才以及新型智库等成为有关教育智库

研究的热点。其中，前１０位的关键词分别是高校
智库 （８５次）、教育智库 （４０次）、智库 （２８
次）、智库建设 （２６次）、大学智库 （１５次）、美
国 （１１次）、高校 （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 （６
次）、运行机制 （６次）、地方高校 （５次），表明
高校智库、教育智库的建设与运行等已经成为研

究者主要关注的议题。

２关键词词频计量分析
将题录导入 ＳＡＴＩ，选择所要抽取的字段为

“关键词”，在Ｒｏｗ／Ｃｏｌｓ中限定词数为５０，统计词
频形成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矩阵、相似矩阵与相异

矩阵，分别如表２、表３、表４所示。
其中，高频关键词的共线矩阵可分析两个高

频词同时出现的频次；高频词的相似矩阵是社会

关系网络构建的基础；高频关键词的相异矩阵中，

两个关键词之间的数值越接近０，表明两词之间的
距离越近，关系越紧密，反之则相异程度越高，

关系越疏远。

根据以下三个表，可以发现： （１）关键词高
校智库与智库、智库建设联系紧密，说明研究者

在做教育智库研究时，十分关注高校教育智库，

并且教育智库与智库建设也尤为紧密，可见研究

者突出强调智库建设的现实性问题； （２）关键词
高校智库、教育智库与美国关系密切，表明研究

者在进行教育智库研究时，将研究的视域聚焦在

美国，希望能够借以他山之石攻玉，从而完善我

国教育智库的体系。

表２　我国教育智库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 （部分）

高校智库 教育智库 智库 智库建设 大学智库 美国 高校

高校智库 ８５ ０ ５ ７ ０ ６ ０

教育智库 ０ ４０ １ １１ ０ ３ １

智库 ５ １ ２８ １ １ １ ４

智库建设 ７ １１ １ ２６ ０ ０ ３

大学智库 ０ ０ １ ０ １５ １ ０

美国 ６ ３ １ ０ １ １１ ０

高校 ０ １ ４ ３ ０ 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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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我国教育智库研究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 （部分）

高校智库 教育智库 智库 智库建设 大学智库 美国 高校

高校智库 １ ０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２２４ ０ ００３９ ０

教育智库 ０ １ ００００９ ０１１６３ ０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２８

智库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０９ 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６３５

智库建设 ００２２４ ０１１６３ ０００１４ １ ０ ０ ００３８５

大学智库 ０ ０ ０００２４ ０ １ ０００６１ ０

美国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６１ １ ０

高校 ０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６３５ ００３８５ ０ ０ １

表４　我国教育智库研究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 （部分）

高校智库 教育智库 智库 智库建设 大学智库 美国 高校

高校智库 ０ １ ０９８９５ ０９７７８ １ ０９６１５ １

教育智库 １ ０ ０９９９１ ０８８３７ １ ０９７９５ ０９９７２

智库 ０９８９５ ０９９９１ ０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６８ ０９３６５

智库建设 ０９７７８ ０８８３７ ０９９８６ ０ １ １ ０９６１５

大学智库 １ １ ０９９７６ １ ０ ０９９３９ １

美国 ０９６１５ ０９７９５ ０９９６８ １ ０９９３９ ０ １

高校 １ ０９９７２ ０９３６５ ０９６１５ １ １ ０

３期刊来源分析
将题录导入 ＳＡＴＩ，选择所要抽取的字段为

“来源”，对期刊来源进行统计分析发现，２０５篇期

刊共发表在７４种期刊上，部分 （载文在３篇及以
上的）期刊列表如表５所示。

表５　教育智库研究期刊来源分析 （部分）

序号 期刊名称 数量 序号 期刊名称 数量

１ 高校教育管理 １６ １２ 比较教育研究 ４

２ 教育研究 １１ １３ 教育评论 ４

３ 黑龙江高教研究 １０ １ 基础教育 ３

４ 中国高校科技 ９ １５ 中国高等教育 ３

５ 现代教育管理 ８ １６ 中国成人教育 ３

６ 情报杂志 ８ １７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３

７ 中国高教研究 ８ １８ 教育探索 ３

８ 高教探索 ７ １９ 外国中小学教育 ３

９ 教育发展研究 ７ ２０ 高教发展与评估 ３

１０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６ ２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３

１１ 江苏高教 ５

　　其中，６０８％ （４５种）的期刊只发表过１篇
教育智库研究的论文；２８４％ （２１种）的期刊发
表过３篇以上的教育智库研究论文，发表教育智库

研究论文数量最多的期刊是 《高校教育管理》，为

１６篇； 《教育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次之，
分别为１１篇和１０篇；反观 《基础教育》、 《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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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等基础教育研究期刊所发论文数量

较少，这说明目前我国教育智库研究中以基础教

育机构为主体的研究相对匮乏，这是未来学界对

教育智库研究中需要加强的部分。

４期刊作者分析

将题录导入 ＳＡＴＩ，选择所要抽取的字段为
“作者”，形成多词矩阵后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

件 Ｕｃｉｎｅｔ６，使用内部集成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ＮｅｔＤｒａｗ，绘制期刊作者的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见图２）。

图２　期刊作者分析

　　由图２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横向论文数
量上来看，教育智库研究者们倾向于进行独立研

究，合作较少。其中，在研究教育智库领域时从

未合作过的研究者占比 ４６％；从纵向时间来看，
教育智库研究者们有从独立研究走向合作研究的

趋势，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两年内合作的论文篇数占合作
论文总数的５０％；（２）结合文本分析，合作研究
内容多以国际比较的视角为主，如２０１７年袁本涛
与陈东在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中先后发表的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英国教育智库研究”、

“研究与转化的桥梁：从知识运用看英国教育智库

的作用”两篇论文；周洪宇、付睿合作完成的

“国际教育智库与全球教育价值取向的演变———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教育机构为例”、 “美国大

学教育智库共同体的特点及启示———以美国教育

政策研究联盟 （ＣＰＲＥ）为例”； （３）作者之间的
合作具有很强的 “定势”———合作内容与合作对

象相对较稳定倾向性，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应

逐步走向研究内容的丰富化与合作对象的多样化。

５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及发展趋势分析
分析教育智库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

结构，可以直观地表征我国教育智库研究领域的

热点。ＳＡＴＩ中限定 Ｒｏｗ／Ｃｏｌｓ选项知识单元数为
５０，形成矩阵文件导入 Ｕｃｉｎｅｔ６，使用内部集成的
可视化分析工具 ＮｅｔＤｒａｗ，绘制高频关键词的共现
网络知识图谱 （见图３）。此外，对教育智库研究
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

度和接近中心度的柱形图 （见图４）。
图３可以看出，教育智库、高校智库、智库、

智库建设、美国、决策咨询等关键词居于网络知

识图谱的中心位置，可见它们是研究的热点，处

于教育智库研究的核心位置。新型高校智库、中

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

改革发展等关键词位于网络知识图谱的边缘，可

见研究者对其关注不足。

图４可以看到，高校智库、教育智库、智库建
设、智库、美国的点度中心度比较高，说明这些

关键词是目前教育智库研究的热点，这与图３的研
究结论保持一致；根据点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低、中介中心度高的原则，发现以上领域的研究

仍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结合样本的纵向分析，

可以发现研究者对教育智库的研究不断深入，反

映了研究者对教育智库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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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图４　高频关键词中心度分析

６高频关键词的多维尺度分析
运用多维尺度分析法对我国教育智库研究结

构进行分析 （见图５）。研究发现：教育智库研究
热点相对比较集中，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第一

个区域位于图谱的右上侧，关键词包括大学智库、

智库人才、共同体、中国模式、协同创新、公共

政策、美国大学智库等；第二个区域位于图谱的

左上侧，关键词有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美国、

建设路径、英国、高校智库、高校教育智库、影

响力、智库成果等；第三个区域位于图谱的左下

侧，关键词涵盖教育综合改革、独立性、政策咨

询、地方高校、智库、运行机制、发展困境等；

最后一个区域位于图谱的右下侧，关键词为高校

图书馆、大数据、教育改革发展、教育智库、功

能、教育科研等。

此外，“教育智库和教育综合改革”、“教育智

库、高校智库与智库人才”、 “教育智库与新型智

库、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新型高校智库”等

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较远 （见图５），表明它们的相
异程度较高，关系比较疏远，研究有待加强。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聚类分析是通过聚类算法将关联密切的主题

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 （研究领域）的过程，用于

揭示某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结构”［９］。本研究利用

ＳＡＴＩ软件和Ｕｃｉｎｅｔ６软件，对教育智库研究的高频
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结合聚类分析结果以及多维尺度图谱，可以

将教育智库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教育智库中高等教育智库的研究；（２）教育
智库中智库建设的路径探析； （３）教育智库与新
型教育智库；（４）教育智库与社会实践、教育改
革发展。每一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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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图谱

　　第一类是教育智库中高等教育智库的研究。
主要关键词为高校智库、教育智库、美国大学智

库、高等教育智库、大学智库、高校、高校图书

馆、地方高校、协同创新、知识生产、智库人才、

政策咨询等。

“随着教育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高校教育智

库已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力量”［１０］

国内外研究者围绕高校教育智库开展了多维度的

研究。总体而言，研究者们对高校教育智库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其内涵、功能、建制及其运作模式

等方面。徐维英、张婷婷经分析得出，高校智库

“独立性、非营利性、现实性”三个基本特征［１１］；

全守杰、王运来则以更微观的视角，在教育智库

基本属性基础上，总结了高校教育智库所具有的

教育性、专业性和公正性等独有特征［１２］。

而对高校教育智库的研究形式，多以案例研

究为主，并且案例通常是选取国外或香港等有丰

富经验的地域。比如，郭婧以英国最具影响力的

高校教育智库———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总结

其采取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决策咨

询 “四位一体”的高校智库运作模式，为我国高

校教育智库的发展提供借鉴；再如，田山俊、何

振海以美国较早开展智库建设的大学———哈佛大

学为参照，探寻哈佛大学 “智库群”的历史演变，

归纳总结哈佛大学教育智库 “敏锐捕捉公共政策

需求、有效拓展经费来源、准确定位服务领域”

三大突出特点［１３］；袁本涛等人则运用 “理性选择

制度主义”理论对英国教育智库的运行模式与发

展机制进行剖析，构建 “高校 －智库 －政府”互
动模型，挖掘英国教育改革创新的核心机制［１４］；

余晖则以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的半官方教育智库

为例，通过对其历史、特征与功能的深刻把握与

深入分析，为完善我国内地教育智库的功能、体

系和制度，提升智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提供丰

厚的启示［１５］。

虽然高校教育智库的重要意义逐步被研究者

们所认可，但是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对国外高校教

育智库先进经验的文本再现，我国高校教育智库

的本土性的研究相对匮乏：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应

如何设置与建设？高校教育智库发展过程中需注

意哪些现实问题？实施的成效会如何？上述问题

都将是日后高校教育智库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第二类研究聚焦对教育智库中智库建设的路

径探析。关键词包含智库建设、发展现状、专业

化、教育科研、美国、教育决策、建设路径、必

要性、成果转化和发展路径等。

赵庭从教育智库的功能、定位、模式以及评

价角度阐述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问题［１６］；付卫东、

付义朝通过分析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揭示

了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教育智库

和教育智库人员独立性不足、研究方法和研究手

段滞后、创新力不强、社会影响力较弱”［１７］；谭玉

等人 “选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典型国家，

分别从历史演进、运作模式、典型特征等多个方

面，进行深入调研和比较研究。发现与各个典型

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智库还存在与社会需求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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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结构不合理、人才储备不足等缺陷”［１８］；邬大

光则从教育学科具有的 “综合属性”出发，结合

对国外综合智库的研究，倡导以 “跨学科”的思

维建设当今时代的教育智库［１９］；也有研究者，如

刘国瑞等人提出：“推进省级教育研究机构向教育

智库转型，是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推进省域

教育科学发展以及提升其自身生存发展能力的现

实需要和必然选择”［２０］，并于２０１６年，对省级教
育智库的建制进行了再思考，系统梳理出省级教

育智库建设五大发展指导理念［２１］。

我国研究者对教育智库的建设多采用宏观视

角，缺少实证数据支撑。研究者多是考察了我国

教育智库的发展现状与困境，但是对如何走出这

些困境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论述还不够充分，

较为微观可操作化建议的提出尚未被关注。

第三类研究侧重于教育智库与新型教育智库。

关键词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智库、影响力、新型智库、独立性、新型高

校智库、建设等。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亟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型教

育智库建设迎来了春天”［２２］，研究者们对新型教育

智库的本质、定位以及如何推进等问题纷纷提出

独到的见解。

张武升强调新型教育智库 “既要反映国外智

库的发展规律和时代特点，更要体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提出其本质特征上的五个统一”［２３］。庞丽娟探讨了

“新型教育智库的本质和特征，提出新型教育智库

建设的核心在于明晰的定位和体制机制的创

新”［２４］；大部分研究者认可此观点，表示新型教育

智库不能是原来各种研究机构的改版和翻版，如

翟博认为 “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必须更新思想

理念，深化制度创新，以新视野、新思维、新途

径、新模式，实现组织形式、管理方式、运行体

制机制的全新变革”［２５］；再如李印提出 “推进中

国特色的教育智库建设，首先要明确建设有中国

特色教育智库的指导思想；其次要确立新型教育

智库发展理念，即实施特色型、复合型和国际型

教育智库发展战略；最后要完善管理体制，建立

对口的监管机构和管理机制”［２６］；张力也在新型教

育智库建设进入全新阶段之际，提出要做到：“精

准锁定、开拓培育用户需求；关注政策分类和话

语特征；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三个方面的统

一［２７］；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强调，在建设新型

教育智库要借鉴国际教育智库的成功经验，要创

新思路措施［２８］。

以上研究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等层面，就加强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提出诸多有借鉴价值

的观点与建议。但是研究者们对 “中国特色新型

教育智库的本质与内涵是什么？尚未形成统一观

点，以及 “为何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

设？应如何建设？”等问题却鲜有研究。

第四类研究关注教育智库与社会实践、教育

改革发展。代表关键词有信息服务、大数据、功

能、数据资源、英国、教育改革发展、发展、现

状、现实困境、发展困境、决策咨询等。

研究者们从多维视角对 “教育智库、社会、

科研”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如沈国麟和李婪从

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论证打破教育智库知识

生产的 “封闭性”的必要性，提出教育智库要构

建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２９］；温馨、

王惠明基于智库成果转化的视角，提出：“智库建

设应从政府、智库、制度三方主体入手，不断改

革、优化智库建设方案，产出优秀智库成果，参

与地方治理，充当政府智囊团与思想库”［３０］；郭华

桥则以 “研究者”使命的视角，从多源流决策模

型理论依据出发，对研究型大学智库的科研评价

制度、创新人事聘用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

阐述［３１］。

概而言之，研究者希望教育智库能够紧密联

系社会实践、提升科研水平、促进教育改革发展；

但是思辨研究居多，对教育智库与社会、科研的

内在联系机制探索薄弱，以至于研究不能深入探

寻教育智库如何影响社会与科研的发展，又是如

何被社会、科研发展所制约的。

　　四、进路预判：教育智库研究发

展趋势

　　相比于美国教育智库研究长久历史与高成熟
度，我国教育智库的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对教

育智库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从纵向看，

２０１３年起教育智库研究论文数量呈现出大幅增长
的趋势。其中，高校智库及新型智库建设是目前

研究中的热点；目前研究的视域更多地聚焦在以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教育智库的本土化研究以

及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智库则是未来研究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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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关注的现实性问题。根据聚类分析，发现教

育智库研究主要围绕 “高等教育智库、新型教育

智库、智库建设的路径、社会实践与教育改革发

展”四个维度开展。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智库研

究的开展，在未来研究中应着重考虑以下三个

方面。

（一）结合我国国情，促进教育智库的本土化

发展

“智库在不同政治体制、社会环境下有着不同

特征，鉴于此，对我国智库的研究不能笼统地照

搬西方国家，需要在系统梳理国内智库的基础上

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３２］。加强教育智库的本土化

研究，要与我国本土的意识形态进行融合，扎根

于我国社会文化，以比较的视角开展研究，对西

方教育智库的建设的先进经验进行学习与借鉴，

以期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教育智库，为中国

争取话语权，使其能够在国际教育舞台中占据应

有之地，提升我国教育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

竞争力。　
（二）加强实证研究，转变教育智库研究 “定

势”

对检索出的期刊进行样本分析发现，国内教

育智库的研究多以宏观的视角为主，研究者们对

教育智库的研究仍停留在现状分析等问题上，没

有深入地探索其建设、发展的机制。研究中缺少

实证数据的有力支撑；此外，由作者合作情况的

图谱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在合作对象、合作内容

上具有很强的 “定势”。

因此，学界有必要转变研究 “定势”，重视对

教育智库的开展情况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以大

数据形式描绘我国教育智库发展的全貌，进行大

规模的监测、评估，反映国家教育政策的实施成

效，进一步明晰我国教育智库未来发展趋势与着

力点等；另外，要更加注重研究者之间多样化的

合作方式，以期碰撞出思维的火花，点亮教育智

库研究的灯塔。

（三）重构教育智库研究结构，助力教育智库

“百花齐放”

整体而言，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智库的研究更

多关注高校教育智库，其次是站在政府立场上开

展对官办教育智库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其他类型

智库，特别是对民间智库发展的研究。此外，研

究者对教育智库健康发展所要求的社会、市场环

境也缺乏应有的关注。

民间教育智库作为官方与高校教育智库的有

效补充的机构，有着与后面二者不同的视角，富

有独创性的见解，是教育智库研究中不容忽视的

元素。目前对教育智库研究结构的过度失衡，抑

制了教育智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

教育研究者应注意教育智库研究的均衡发展，展

现教育智库研究应有的活力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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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我还有一个基本命题：人即自由，自由即
人。人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受其他因素的约

束。自由是什么，是人本身，也可以是人的贴身

衣，护身符。

……

综合以上几点看，是不是比传统的 “自由即

对必然的认识”有了较大的发展呢？

关于 “语言是什么”，我在 《高等教育研究学

报》已有阐述，兹不赘述。

下面，我把时间是什么和生命是什么合起来

讨论。

时间跟物质、质量，时间跟空间随着宇宙大

爆炸一起到来。这也就是宇宙它自身生命的开启。

地球已有４０多亿年寿命，进入到了它的中年，
还有４０多亿年，它亦将寿终正寝。届时，人类可
能乘坐宇宙飞船，迁移到其他宜居星球上去。这

个运输费用会无比昂贵。很可能未来的人类更有

办法。这里，我们所要说的是：地球的生命也就

是属于它的时间。月亮、太阳和其他恒星或行星

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人的生命是什么呢？依然是属于它的时间。

所不同的是，人的时空存在一个相对论。人可以

把时间拉长或缩短。把一天活出一天半来，活到

６６岁时，就相当于百岁了。换言之，人在时间面
前不完全是被动的，时间滴滴答答地走着，人可

把脚步加快。匆匆行囊，告别故乡，走向他方，

走到天外天、山外山。

每个人都是，也都只能是在这世界上走一趟，

当怎样去行走？教育对此做了许多的回答。人不

断地接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走好这一

趟。还有一点与地球一类的星球十分不同，那就

是人有灵魂。有的人灵魂一直不死。比如，孔孟

老庄灵魂至今还在；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牛顿、

爱因斯坦他们的灵魂还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乃我

们民族之魂，中华文化乃中华民族之魂永在。一

所学校亦当有自己的魂，以自己的民族之魂来铸

就自己学校的灵魂，与民族同在。

教师是学校之魂，还是校长是学校之魂？如

果校长很好地代表了教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学校之魂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学校的传统文

化，校长和教师们一代代相传，才能形成这种最

宝贵的魂。珍惜它，既值得又不容易。

（责任编辑：赵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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