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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世界银行师范教育改革项目：&ldquo;高师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育学课程改革研
究&rdquo;的成果之一。
　　由董操教授主持承担的此项课题于1993年8月正式立项，该课题的主要任务是：改革现行的高师教
育课程，编写具有时代特色，全面吸收当代最新研究成果，反映90年代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高师教
育课程系列教材。
经过近三年的研究工作现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新编教育学》就是其中之一。
　　长期以来高师教育学教材一直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缺乏时代特色等弊端，为改变这一现状，本
项研究在体系和内容上对教育学教材都作了较大的修改，新教材体现了当前教育学教材改革的方向，
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在体系上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学体系的束缚，创建了新的教育学教材体系
。
在内容编排上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第二，以当代先进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在教材上体现现代教育思
想；第三，在教材中吸收当代最新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
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第四，力争在教材中体现90年代教育对象身心发展的新特点及相应的教育规律
，突出教材的针对性；第五，注重教育技能培养，克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端，突出教材的实用性
。
此外，本教材同已经出版的《新编心理学》及其它学科教育学教材在体系和内容上力争做到分工明确
、相互衔接、系统完整，使这三门课程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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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教育学》是世界银行师范教育改革项目：&ldquo;高师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育学课程改
革研究&rdquo;的成果之一。
 长期以来高师教育学教材一直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缺乏时代特色等弊端，为改变这一现状，本项研
究在体系和内容上对教育学教材都作了较大的修改，新教材体现了当前教育学教材改革的方向。
在内容编排上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新编教育学》同已经出版的《新编心理学》及其它科学教育学教材在体系和内容上力争做到分工明
确、相互衔接、系统完整，使这三门课程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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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第二节 教育学将是最重要、最普及的学科之一第三节 人民教师和师
范院校的学生应当学好教育学第一编 教育的本质、模式与功能第一章 教育的本质及规律第一节 教育
的本质第二节 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节 教育的基本规律第二章 学校教育模式第一节 学校教育模式及
其发展第二节 教育目的第三节 教育体制第四节 课程第三章 教育的功能第一节 教育功能的发展第二节 
教育的社会功能第三节 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第二编 学校教育活动第四章 学校教育活动的任务、类型
和结构第一节 学校教育活动的任务、类型和结构第二节 学校教育活动中的教师第三节 学校教育活动
中的学生第四节 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师生关系第五章 德育第一节 德育的意义、任务和内容第二节 德育
过程第三节 德育的原则、途径和方法附录：现代国外德育思想第六章 智育第一节 智育的意义与任务
第二节 智育过程与教学活动第三节 智育原则第七章 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第一节 体育第二节 美
育第三节 劳动技术教育第三编 学校教学活动第八章 教学活动的基本原理第一节 教学过程第二节 教学
原则第三节 教学组织形式第九章 教学基本环节和方法第一节 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第二节 教学方法第
三节 教学手段第四节 教学艺术第十章 现代教学模式第一节 现代教学模式的发展第二节 国外现代主要
的教学模式第三节 我国的教学模式与改革第四编 教育管理第十一章 学校管理第一节 学校管理的意义
、体制和人员第二节 学校管理的内容和原则第三节 学校管理过程第十二章 教育评价与教育督导第一
节 教育评价第二节 教育督导附录：中学督导评估方案例选第十三章 教育科学研究第一节 教育科学研
究的意义、原则和一般步骤第二节 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第三节 教育科学研究中材料的整理、研
究及报告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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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仍然具有阶级性，但其阶级性有明显的隐蔽性，其表现为教育制度的&ldquo;
双轨制&rdquo;。
资产阶级打着&ldquo;人人平等&rdquo;、&ldquo;普及教育&rdquo;的口号，实际上教育权利却不平等。
资本主义教育表现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点，而且教育内容极大丰富，重视科学技术的授受。
　　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与一切其它阶级社会的教育有本质的不同：教育权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
教育成为人民改造社会、驾驭自然、实现解放的有力武器；学校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意识形
态和主要德育内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种以生产关系为根据和标志的教育发展的历史分期方法，被现行的教育史学和教育学著作所公
认。
前苏联理论界在这一点上观点一致。
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史、教育学著作沿袭了这种观点。
这种划分方法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比较清楚地阐述了教育的发展历史。
把教育看作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也就是教育发展的内部动力，这就是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
既承认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又克服了那种试图脱离社会来说明教育及其发展的唯心主义思想。
　　当然，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教育的发展也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阶段的划分只能是大致的，不可能是严格的，何况教育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更不是如影随形，亦步
亦趋。
所以，以生产关系为根据来划分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也不能充分说明教育的复杂运动过程。
有的学者指出了这种划分方法的局限性：这种划分建立在把教育理解为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这样一种
有争议的观点之上。
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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