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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教育学依然是当前师范院校和举办教师教育的其他院校一门具有奠基性质的专业必修课，它
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却一直不尽人意，教材难写、教师难教、学生不爱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们。
几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试图改变这门课程的“面貌”，让学生亲近它、喜欢它，虽说有点收效，但整
体状况并未改观。
　　2001年正式启动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育学科尤其是公共教育学科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重建公共教育学课程的时机来临了！
我们有意识、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公共教育学的教师学习、研究新课程，并深入课程改革实验区开展调
查和专题实验研究，与此同时，在目标定位、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等方面对公共教育学进行改革和探
索。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编写一本反映新课程理念的公共教育学教材！
　　本教材的编写力求反映和体现以下特征：　　第一，时代性。
传统公共教育学教材大至教育教学理论的板块结构，小至教育教学的内容、原则、方法的具体表述和
条文，大都显得老套陈旧，不仅学生学起来不新鲜，就是教师也教得厌烦。
本教材编写则充分注重从当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筛选适合公共课性质和要求的内容和观点，
充分注重反映新课程精神和新课程实施中的新进展、新问题，使教材充满时代气息，体现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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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程背景下的公共教育学教程》可作为中小学教师新课程培训用书，也可作为各类师范校公
共教育学教材。
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验与迅速推广，广大教师和师范生都面临着教育学知识的再补充，公共教育
学课程的内容也面临着重构，本教材就是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尝试。
全书依据新课程背景下教师所需要形成的教育学基本观念，分为教育观、学生观、教师观、课程观、
教学观、评价观、研究观七个单元，全书的编写力求使读者真正形成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精神
、一种实用的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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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发展教育理论　　教育理论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总结、归纳、抽象、概括而形成
的理性认识，是由概念、命题、原则等构筑的系统的理论结构，反映了教育活动现象背后的必然的联
系。
教育学中蕴含着科学的教育理论。
教育学是指向人的科学，要全面地为了人的生长发展，教育学本身必须保持科学所必备的那种探索的
意志。
探索是科学与艺术的本质。
教育学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教育理论，并对教育理论进行改造和创新，这样教育学才会
具有生命力。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程中，教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为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先进的教育理
论，从而为中小学的课程改革服务。
　　2．解释教育问题　　作为一名中小学教师，为提高工作的自觉性，避免盲目性，落实我国的教
育方针，培养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必须掌握基本的教育理论，按照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
发展的规律设计教育活动，调整和控制教育行为，科学解释和解决教育问题。
　　教育学的使命在于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解释教育问题的视角。
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是一种永恒的社会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不同特征
。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又面对众多智力、才能、志趣、性格各不相同的发展变化着的学生，他们受到来
自不同的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
作为一名中小学教师，要想正确解释教育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了解事情的原委，抓住问题的关键
，做出正确的判断，就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
在新课程改革中，教育学解释教育问题的任务更加明显，因为教师有责任解释新的观念和教育工作的
行动意图。
　　3．改造教育实践　　教育学对教育问题进行科学解释的目的不仅仅是促进教师教育知识的增长
，更在于改造教育实践。
　　这种改造教育实践的任务主要体现在：启发教育工作的工作自觉，养成正确的教育态度，培养坚
定的教育信念，提高教育实践者的反思能力。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课程背景下的公共教育学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