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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托《教育学考试大纲》而形成，沿用了《教育学考试大纲》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同时，我们根据教师资格考试申请者的实际情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进展以及教育学研究的新成
果，对《教育学考试大纲》中有关内容进行了删减、充实、更新，从而使本书在系统阐述教育学的基
础知识的同时，充分反映新课程理念和素质教育精神，提供新课程改革所需要的教育学内容和观点，
以及基础教育改革对教师素质的发展要求，使其富有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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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统治阶级对教育领导权的把握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对教育实现控制或管理。
政府、执政党从组织上对教育机构实行直接领导，统治阶级会通过国家机器，以各种不同的手段，颁
布政策法令，制订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规定教育的方针和路线。
同时直接制定教育法律法规，决定教育者的培养和任用。
第二，利用经济力量的控制来达到对教育的领导。
国家权力机关通过教育经费的划拨和投放间接实现对教育的领导和管理，控制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决定教育机构的兴衰存亡。
第三，以思想宣传上的优势力量来影响或控制教育。
由于统治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所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必定是统治思想。
统治阶级能够利用国家的宣传机器，将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传播于社会，并实际左右教育的发展方向
。
　　（二）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受教育权的分配　　一个国家设立怎样的教育制度，什么人接受什么
样的教育，进入不同教育系列的标准怎样确定，基本上是由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
　　教育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受教育权。
原始社会以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制为基础，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因而受教育权也是平等的，所有
儿童接受教育相差无几。
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反映在受教育的权利上，
也不可能是平等的。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只有统治阶级子女才享有学校教育的权利，被统治阶级无缘接受这种学校
教育。
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受教育者在阶级、社会等级地位的限制，受教育权利在形式上似乎
是平等的，但实际上，由于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的不平等，受教育权仍是不平等的。
即使在不收学费的德国、瑞典、英国这些国家，大学生中仍然只有少数人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家
庭。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在中小学阶段普遍实行了义务教育以后，义务教育阶段后的教育是否实行双轨制，是否允许个人办学
，是否确立重点学校等，对谁受什么样的教育，也反映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政策的制约。
　　（三）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教育目的的性质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
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培养出来的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倾向，则是由一定
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体现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要求。
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教育目的也就不同。
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是决定教育目的的直接因素。
　　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未来的氏族成员，使他们能从事劳动，能遵
守社会生活规范、互助合作，能为保卫氏族的生存而英勇战斗。
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总是力图使教育按照他们的要求培养和塑造年轻一代。
教育总是以巩固和发展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宗旨的。
　　奴隶社会学校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把奴隶主子弟培养成为自觉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统治人才和能
征善战、具有暴力镇压奴隶起义和抵御外患本领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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