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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了近现代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十章。
上篇以时间为经，详尽地向读者展示了自鸦片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我国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
作者在书中广征博引、条分缕析，叙述简洁而清晰；下篇以主题为纬，首先总结了中西教育思想的会
通与融合，继而分别论述了中国现代的个性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生活教育及“活
教育”思想。
作者以较为独特的形式解读了近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利于读者比较、分析与归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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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永新，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永新足中国新教育改革的发起人，被评为中国教育60年60人（2009）、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教育
风云人物”（2008）、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2007）、中国十大教育英才（2006）等。
他先后求学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主修教育心理学
。
曾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苏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
20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有关教育的论文400余篇，出版了30多部论著。
朱永新富有人文情怀和创新精神，为中国教育改革建言献策。
他创办的教育在线网站，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师的精神家园，他倡导的新教育实验。
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教育。
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刻思索以及对教育理想不懈追求的激情，感动着千千万万读者的心。
其作品《我的教育理想》、《中国新教育》等，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畅销作品，印刷均超过20
余版次，在观念和实践层面，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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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追寻先贤的踪迹(卷首诗)
第一章 中西教育思想的会通与融合
 一、西学东渐与近代教育学的诞生
 二、近代教育思想的演变
 三、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
第二章 中国近代的洋务教育思想
 一、洋务教育思想的缘起
 二、洋务教育思想的体系
 三、洋务教育思想的评价
第三章 中国近代的维新教育思想
 一、早期改良派的教育理念
 二、昙花一现的教育改革与改良派的教育蓝图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
 四、维新教育思想概观
第四章 中国现代的个性教育思想
 一、新文化运动与个性解放
 二、科玄论争与人生观追求
 三、社会改造与个性塑造
 四、青年毛泽东与人格主义教育
 五、个性教育思想的透视
第五章 中国现代的职业教育思想
 一、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二、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职业教育思想的意义
第六章 中国现代的平民教育思想
 一、平民教育的宗旨与使命
 二、平民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三、平民教育思想的地位与影响
第七章 中国现代的乡村教育思想
 一、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建设
 二、乡村教育理论的建构
 三、乡村教育思想的分析
第八章 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
 一、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精髓
 三、生活教育思想的价值
第九章 中国现代的活教育思想
 一、“活教育”的酝酿与提出
 二、活教育理论的体系与原则
 三、活教育思想的贡献与局限
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革命教育思想
 一、解放区的教育方针
 二、解放区的办学思想
 三、解放区的德育思想
 四、解放区的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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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解放区革命教育思想的启示
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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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一时期，教育界围绕着学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和争鸣。
1921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通过了《学制系统草案》，并请各报刊发表草案全文，公
开向全国征询意见。
草案发表后，教育理论界立即展开了讨论。
余家菊在《时事新报》连载《评教育联合会之学制改造案》，认为草案从儿童身心发育阶段作为划分
学制之大体标准，以及顾虑各方情形而采富有弹性之方案，是"国民新精神之觉醒"的体现，但也认为
小学由七年改为六年"恐不足以达到完成国民生活上必需之知识与技能之目的"。
舒新城、陶行知、李石岑、黄炎培、庄启、俞子夷、吴研因、廖世承、周予同等也纷纷在《教育杂志
》、《教育与职业》等杂志上著文，发表自己对于学制问题的看法。
1922年11月，经过全国学制会议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审议修改后的新学制，以北洋政府大总统令公布
，这个《学校系统改革案》称为"新学制"或《壬戌学制》。
"新学制"提出了七项标准，即："（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
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
余地。
"①"新学制"缩短了小学年限，单设三年制初中，有利于普及小学和初中；在中等教育方面，规定初、
高中都可设职业科，强化了职业教育的内容；大学实行选科制，重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经过教育理论界广泛参与讨论后制定出来的学制，虽然有受杜威实用主义教
育思想影响的痕迹，但毕竟在教育政策制定的民主化方面开了先河。
而"新学制"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对于职业教育的宣传和推行是分不开的，它
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职业教育思潮的传播和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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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一名教育理论家，朱永新教授形成了自已的风恪：论述、抒情、问答并举，逻辑严密的理性
语言、老百姓习惯于说和听的大白花、思维跳跃富于激情的诗句兼有，依思之所至、情之所在、文之
所需面施之。
有的文章读时需正襟危坐，有的则不禁击节而赏，有的还需反复品味。
　　可贵的是，这些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本性如此，自然流露。
这本性，就是他埘教育事业的爱⋯⋯　　--原全国人人常委会委员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许嘉璐　　
朱永新的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理论有实际，平易近人，用广大教师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出
具有教育科学规律性的理论，案例中含有教育的哲学。
广大教师容易理解，容易接受。
所以他的书拥有众多的读者。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著名教育学家 顾明远　　朱永新提出的新教育实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行
动的研究，推动了一种中国的教育风格的研究，它如一条鲇鱼，必将搅动中国教育这一缸水！
　　--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陶西平　　朱永新教授不仪对中吲的教育发展有着深刻
的反思，他还是一位思想活跃、笔耕不辍的学者与实践者。
多年来，朱教授完成和参与完成了多部学术著作，具有深厚的思想史研究基础。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袁振国　　朱永新先生作为身处高位的官员对教育仍怀有如此
激情，甚至是痴情，且如此深沉而质朴，实为难能可贵，不能不令人感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朱永新先生的人格魅力衍生了“新教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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