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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教育学》(2004年修订版)分上、下篇，上篇是讨论教育内部的问题，包括教育的各种要素
：理论要素、人员要素、信息要素（课程内容）、管理要素。
下篇是讨论教育外部的关系问题，包括教育的两大功能，即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和教育的社会发展功
能，由此而引发的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科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我不能说这个体系是最好的，但可以说它是新颖的、有新意的。
旧的教育学体系是先讲教育的外部问题，后面讲的都是学校具体工作。
越讲越具体，越讲越没有理论，学生越学越没兴趣。
1980年我在编中等师范学校用的《教育学》时就发现这个问题，第一版我就把它颠倒过来，先讲教育
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再讲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最后再讲教育的外部问题以及国际教育的新动
向。
谁知，中师教育学的老师说，这样的体系不习惯。
第二版又只好改过来。
可见习惯势力之顽强。
这次《当代教育学》打破四大块的体系，把内容分成两大块。
第一块把教育诸要素统一起来，从教育目的到教育评估和管理，形成一个整体。
第二块作为提高部分，再讲教育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
颇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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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振国，男，1959年生，江苏泰州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1977年泰州五七农场插队，1978至1982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士；1982年扬州师范学院
任教；1984年至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86年至2000年华东师范
大学任教，期间，1989年评为讲师，1992年评为副教授，1996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公共教育学部主任，
同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教授，1997年获博士生导师资格。
1998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2000年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副司长，2004年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
2007年9月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编写有《当代教育学》，《教育研究方法》等许多教育学著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教育学>>

书籍目录

用教育新理论武装教师——《当代教育学》序教学建议上篇第1章 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第1节 教育的发
展第2节 教育学的发展第2章 当代世界教育第1节 当代世界教育的现状第2节 当代世界教育的特征第3节 
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第3章 当代中国教育第1节 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第2节 当代中国教育的现状
第3节 我国的教育目的中篇第4章 教育与人的发展第1节 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第2节 教育对人的地位的
提升第3节 教育对人的素质的培养第5章 教师与学生第1节 教师第2节 学生第3节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第6
章 当代学习理论第1节 学习理论的一般原理第2节 学习的心理条件第3节 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第4节 学生
的学习差异第5节 学习理论的最新进展——多元智力理论第7章 当代课程理论第1节 课程理论的发展
第2节 课程结构第3节 课程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第4节 我国当代课程改革第8章 当代教学理论第1节 教学与
教学理论第2节 哲学取向的教学理论第3节 行为主义的教学理论第4节 认知教学理论第5节 情感教学理
论第6节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第9章 当代教学策略第1节 教学效率与教学策略的研究⋯⋯第10章 当代学校
德育第11章 当代教育评价第12章 当代学校管理下篇第13章 教育与经济发展第14章 教育民主化与政治
民主化第15章 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第16章 教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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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教育学(2004年修订版)》的新，首先体现在这本书的立意新。
该书作者在第一页的“教学建议”中写道：“本书编写的一个基本追求是，不仅告诉学生是什么，怎
样做，更希望启发学生为什么和怎样想。
我们相信，没有一种教育观点、教育原则或教育方法是惟一的或最好的，对任何一种教育现象都可能
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想，从而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不同的教育风格。
所以本书的编写力图通过不同教育思想、不同教育流派、不同模式的介绍分析，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及自我选择的能力和习惯。
”这就是说，不是把现存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把教育问题的一些理论、思想、方法介绍给学生，
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思考、讨论，掌握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包括教育观念和方法。
这也体现了学生主体的思想。
　　其次体现在体系新。
该书打破了旧的四大块理论体系，力图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最后体现在内容新。
正是因为编写的立意新，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很新。
对于每一个问题，不是列出现存的概念和结论，而且介绍当代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新观点、新认识、
新理论。
内容新表现在以下方面。
　　注意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创新，不是抛开历史，而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发展。
例如在讲“教育学的发展”时，不仅讲到教育学的思想来源，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西方，而且系
统地介绍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凯洛夫的《教育学》，这是影响中
国教育最深的三本教育学著作，然后讲到当代教育学的多元化。
又如讲当代中国教育，不是像一般《教育学》教科书那样只讲中国的教育方针和学制，而是简要地介
绍我国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再讲到今天的教育目的、结构。
　　重视吸收世界教育发展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教育事业是未来的事业，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前瞻性。
要达到这一点，就要面向世界，了解世界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当代教育学》专门辟一章“当代世界教育”，介绍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概况和各种教育思潮，其他
各章中也都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
这对于教师开阔视野，放眼世界，把握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本书不仅介绍了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而且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重视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
书中有许多案例提供学生思考。
特别是道德教育部分，讲到道德判断、两难问题时举了一些案例，对学生会有很大的启发。
书中还专门介绍了上海市青浦县的教改实验，这是我国本土最成功的实验，用它来说明，我们完全能
够创造出自己的经验和理论。
　　书中还有许多新的内容，或者是老问题的新解释。
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一一列举。
可以说，该书从标题到内容都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述，用现代时髦的说法，作者是企图建立新的教育
学的话语体系。
　　当然，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建立新的教育学绝不是容易的事。
书中也还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例如，第一章教育发展的分期，在古代教育与近代教育之间，隔了
一段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似乎在历史分期逻辑上不顺；又如，把“教学”说成是教师的行为，“而
不是学生的行为”，值得商榷。
可以这样说，教学工作是教师的行为，但教学，作为一种活动过程，应该是师生双边的活动，也应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教育学>>

是双方的行为。
其他有些章节在逻辑安排上也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近20年来出版的《教育学》大约不下200部。
但有新意的却不多，都没有摆脱旧的体系和模式。
虽然有的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但体系仍然是旧的，还是因循原来的四大块，感到与热火朝天的教
育现实不相称。
最近读到袁振国教授主编的《当代教育学》，顿感面目一新。
新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主要在立意新、体系新、内容新这三个方面。
　　首先引起我思考的是，作为一本教科书的《教育学》，想给学生些什么？
我想，教科书有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主要教给学生知识，让他们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例
如许多自然科学的课本；另一类是观念性的，主要教给学生该专业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例如社会科学
如哲学、经济学等的许多课本。
当然，知识和观点是不能分开的，没有知识的观点是空洞的，没有观点的知识是盲目的。
但从教学任务来讲总有一个侧重点。
那么《教育学》教科书想教给学生什么呢？
过去的《教育学》总想集多种任务于一身：既想给师范生尽多的教育方面的知识，又想给学生建立一
种教育观念，还想教给学生各种教育方法。
结果内容庞杂，学生抓不住要领，观念既建立不起来，方法也没有学到。
《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性理论学科。
因此，我认为《教育学》教科书的任务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基础理论的学习建立起正确的教育观念，具
有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而正确的教育观念也不是通过说教和灌输而获得的，而是要在对各种教育问题的探讨中建立起来。
教育是很复杂的社会活动，叶圣陶老先生曾经讲过，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也就是说，教育教学是有许多方法的，但需因事因人，因不同的情境而异，不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教育规律是不变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正确的教育观念是相对稳定的。
建立了正确的教育观念，就能创造出许多新的方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当然，教育观念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教育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而不断更新，这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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