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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比较教育是一门新兴的教育分支学科。
所谓新兴，有几种含义。
一是指它产生的年代还不长。
若从1817年法国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和初步意见》一书算起，至今才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
二是指它还不够成熟。
比较教育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教育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它是一个研究领域。
三是指它在发展中。
如果说本世纪70年代以前，比较教育仅仅在西方国家中流行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它在发展中国
家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而且方兴未艾。
　　比较教育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是与世界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
20世纪是风云变幻的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以民主势力战胜强权势力和法西斯主义告终；殖民主义的灭亡是本世纪人类最突出的贡
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空前提高，带来了战后国际经济的繁荣。
世界教育在这五洲激荡的20世纪有了空前的发展。
国际竞争激烈，国际交流频繁，教育已经不是一国一地域的事业，需要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有许多
问题需要共同讨论。
这是比较教育发展的客观基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教育学史>>

内容概要

　　《比较教育学史》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百年史，评析该学科各主要流派的思想，研究方法和
理论上的论争，介绍国际教育组织和若干国家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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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承绪，1912年生，江苏江阴人。
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
1938年进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
1941年获伦敦大学教师证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
曾任诺丁汉大学讲师。
1947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系主任.副教务长，杭州大学终身教授、博士
生导师。
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五届，六届副主席，现兼任教
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加拿大《交流》季刊咨询编委等职
。
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3年获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荣誉院士称号。
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外国教育副主编，合作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中
外教育比较史纲》等。
合作或单独翻译的著作有：《教育原理》、《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学校》等。
专著有：《伦敦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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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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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阶段 诺亚和埃克斯坦说，最初，最原始的比较教育观察资料，乃是去国外的旅游者带回来的
报道。
这种报告主要是非专业性人员的作品，其中有关于国外养育儿童的机构和实践的一般性描述。
这些报告人往往强调具有异国情调的资料，仅仅因为和本国熟悉的机构和实践形成鲜明的对比。
好奇心是他们旅行的主要动力，地方色彩是他们描述的吸引力，只有少数观察者能够从大量不加选择
地报道的印象中引出具有说明价值的系统结论。
　　第二阶段从19世纪初，与欧洲国家教育制度的兴起同时，对教育具有特殊兴趣的旅游者到海外旅
行。
他们的动机不再是一般的好奇心，他们到外国访问，目的在为制定本国的教育计划发现有用的资料。
这一批近代比较教育的先行者主要是教育政治家、专家和活动分子。
他们旅行并不全是自费和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而是政府的使节。
他们关心的是教育理论、方法、财政和组织。
师资培训、教学方法和课程改革是重点。
许多报告对外国教育制度采取百科全书式描述的形式，很少解释。
大多数考察和报告他们认为足以改进本国教育的设施。
　　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关外国，特别是外国教育的资料的交流，是为了打破国与国之间相互了
解的障碍。
各国之间学者、学生和出版物的广泛交流，国际间接触的网络有助于促进国际了解和改善教育机构。
　　第四阶段19世纪末，社会科学兴起，与此同时，人们认识到教育和社会之间的能动的关系的重要
性。
教育被看做社会的镜子，但是，反过来，社会部分地由学校模塑。
一方的变化在另一方展现出来。
人们关心的是要通过分析形成教育和社会的种种历史的势力和当代的因素，了解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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