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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修订版）》是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生学习中国现代
教育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史）的教材之一。
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教育文献的能力，加深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展的理解，扩大中国现代教育
的历史知识，帮助学生树立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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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到学校即夸夸其谈，高谈这也要改，那也要改，但师生多默默无言，甚至引起反感，纠正一下
要求过高过急的偏向之后，许多人又发生偏重感情联络或为了团结争取教师，又放松了思想教育和必
要的改革。
　　（2）不少学校重视社会活动了，但又放松了课内学习。
这是由于我们派往中学工作的同志，只注意抓课外活动和政治教育，忽视了课程内容与教学的改进。
但由于他们重视了政治教育，所以在团结学生，改造学生思想和在学生中建立进步学生的优势等方面
，都起了决定作用。
　　（3）不少学校重视教师忽视学生。
这是初期的偏向，不久就改进了。
我们认为要改造中学，须从两点着手：即教师和教本。
各地经验证明，先搞学生运动，改造他们的思想，也是非常重要，而又容易见效的。
　　1944年，提出了改革教育的号召之后，各地区对学校均进行了改革运动。
这一阶段的改革内容主要为：确定中学的任务为培养干部，因此大改课程和教学方法。
这阶段中，各地所发生的偏向，也比较严重：　　（1）有些地方改革的要求过急，不问有无条件，
把一个普通中学突然一下改为干部学校，除教语文、自然、数学、史地外，加上了边区建设、生产知
识、医药知识等，有些学校数理化一概不教了，加上了业务知识课，中学变成短期训练班，学校发生
混乱，大批师生思想上转不过弯。
老教师不能教新课程，大批赋闲，而所谓业务知识也无人教，这时候一部分学生离开学校，舆论也表
示不满。
学校里发生许多矛盾：如老教师与新课程的矛盾，系统知识学习与配合中心任务的矛盾。
旧的一套已不合时宜，但新的一套还在创造中。
于是在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及其他方面均有些混乱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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