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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提高教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是教师教育的根本任
务，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是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高等院校教育学类专业课程规划教材”涵盖了教育学类专业课程的
主要内容，反映了教育学科各分支学科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
这套教材体现了以下特色：　　一是教材的实践性。
教育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学科，理论联系实际是教育学各分支学科须着力处理好的关键问题。
作为教育学类专业课程教材，该套教材打破了以往同类教材对教育理论的抽象阐述与枯燥呈现，用案
例分析阐述理论内涵，突出实践教学的内容，把教育理论变得生动并指向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凸显
了教育学科的实践性。
　　二是教材的先进性。
随着教育学分支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涌现出很多新成就和新思想。
这套教材在保证学科领域最基本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学科体系，注意吸收本学科研究的新成
就和新思想，具有与本学科发展相适应的新水平，因而能够反映教育学分支学科新的变化和发展。
　　三是配套课程资源的丰富性。
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着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变革。
课程观念已由单一课程观向教育资源观转变，教学资源亦须由单一纸介质教材向立体化教学资源转变
。
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设了这套教材的配套电子教案、辅教光盘、辅学光盘、试题库、学科素材库、课程
网站等立体化教学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教材的配套课程资源。
　　此外，这套教材的主编都是在我国教育学科领域享有一定声望和成就的学者，他们知识广博而精
深，思想先进，思维活跃，在高等院校里承担着相关课程的实际教学，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基础和实践
经验。
由他们来组织编写教材，使这套教材的质量有了可靠的保证。
　　我相信，这套教材一定能够在教育学类专业课程建设方面以及教育学科建设方面发挥引领与推动
作用。
我愿意向广大师生推荐这套教材，也相信这套教材的出版，会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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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古代教育、中世纪教育、近代教育、现代教育四编，共38章。
古代教育编共4章，包括原始社会的教育、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古希腊的教育、古罗马的教育。
中世纪教育编共3章，对中世纪前期和后期的西欧、拜占廷与阿拉伯的教育予以详细论述。
近代教育编和现代教育编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发轫的“新教育”运动和思潮为分水岭，对主要
发达国家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与改革状况予以介绍，其中近代教育编共15章，
现代教育编共16章。

本书编者在编写过程中试图贯彻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并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并举、宏观文化背景
之概览与微观教育史实之透视兼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兼顾等原则，并在每一章的最后，对该章
的基本史实和核心内容进行了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和小结，体现了教材的准确性、权威性、前沿性。
系统性、全面性和可理解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外国教育史课程的学生用书和教学参考用书，适用于教育学各专业、教师教育各
专业本科教学，同时也适于各级各类教师培训及硕士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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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教育活动所涉及的范畴也日渐扩大，教育内容不断丰富。
综合而言，原始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产劳动的教育。
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性活动。
在原始社会的部落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保证部落所需的基本给养，每名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
必须从事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必要的生产技能和劳动技巧就成为部落对每个成员的必然要求，年长一代向儿童
传授基本的生产劳动经验也就成为原始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生产劳动教育的内容也随着原始社会人类劳动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发展。
在旧石器时期，人类劳动主要局限于采用简单的打制石器进行狩猎、捕鱼和采摘等。
在劳动过程中，少年儿童往往会跟随成人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成人则会有意识地将工具的制造
与使用、渔猎与采摘食物的技巧等劳动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
在共同劳动中学习基本的生产技能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形式。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类型众多、制作精致的磨制石器大量出现，人类也开始制作和使用骨器、陶器
等新器具，在距今约6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地区的居民甚至掌握了冶铜技术并制成
青铜工具。
与简单的打制石器相比，这一时期出现的磨制石器、骨器、陶器和青铜器的制作更复杂，工艺要求也
更高，因此对年轻一代进行此方面的教育更加必不可少，少年儿童所要学习和掌握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
此外，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与此相关的劳动技能显然也是这一时
期教育的重要内容。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原始人类而言，“谁都不可以没有生产的知识”。
②这些知识是原始社会教育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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