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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教育思想史》侧重古代与近代的内容，现当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在另一本教材《现代教育思潮》
中专门讨论。
为了给读者留下一个全景式的图像，我们专门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20位中外著名教育家的生平与学说
。
希望读者将这两本教材互为参照，全面了解世界教育思想的源流与发展。
    本教材适用于培养大学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全日制学校，也可以作为在职小学教师本专科学历
进修、继续教育和自学考试的指定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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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纵向来看，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教育思想内容。
从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其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
及17世纪到当今的近现代社会发展等几个阶段，在这当中，曾经历了若干次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如雄辩家教育思想、经院主义教育思想、宗教改革教育思想、泛智教育思想、绅士教育思想、自由教
育思想、“新教育”思潮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永恒主义教育思想等等，其真正形成教育思想体系的
不下数十种教育理论或流派，而这些理论或流派的形成均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受到当时各
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如其中的“新教育”思想、“进步教育”思想就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欧美国家存在着经济生活混乱、政治不稳定，以及严重的阶
级对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使欧美教育面临两个基本任务，一方面是为大工业提供受过一定教育
，经过良好训练，具有某种主动性和创造能力的工人，这种人应该是“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
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的人。
另一方面，就是要培养忠于本阶级的利益，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具有首创精神的精干的领导者和统治
人才，为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便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批判传统教育理论和方法，提倡新的教育形式、
内容和方法的“新教育”思潮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成为当时欧美国家中一场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的
一个组成部分。
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在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中，
也曾出现了许多教育理论思想和流派以及教育思潮，如中国的儒家教育、道家教育、墨家教育、理学
教育、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等思想与思潮。
同样，这些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形成也受制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背景。
例如，在中国古代春秋末战国初时代，孔、墨教育思想反映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初期的社会需要，
反映了当时冲击“学在官府”、发展私学教育的进步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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