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生怀抱在新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平生怀抱在新民>>

13位ISBN编号：9787504148971

10位ISBN编号：7504148970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郑流爱、裴娣娜、 李长吉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12出版)

作者：郑流爱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生怀抱在新民>>

内容概要

　　新时期的历史教育正处于“过渡时代”，而百年前梁启超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撰述、推
重历史教育，仍然对今天的历史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郑流爱所著的这本《平生怀抱在新民——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从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
、解释学等多重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传统，并通过对梁启超的著述、当时的报刊杂志、
后人的回忆录与研究论著等文献的检阅，探索本末流变，辩证因果关联，深入分析了梁启，超历史教
育实践的主?方面，解读了梁启超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阐述了这些实践与思想对近代历史教育转
型的影响及其对民族认同、政治资鉴、文化涵养、实证思维、人格教育等问题的回应，从而实事求是
地揭示了梁启超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理路、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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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以上“政治鉴戒”、“族群认同”、“文化涵养”、“人格培育”与“实证思维”五个方面
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
那么，如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地分析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及历史影响？
它们之间又是怎样新陈代谢的？
此外，这五个传统在古代中国是否受到同等的重视？
如果不是，其缘由何在？
解决这些问题，是本研究的一大旨趣。
近代以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轮番攻击下，中国日益关河摇落、风雨如晦，专制政治也在欧风美雨的
浸染下危如累卵，而与传统政治渊源甚深的历史教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
从实质上看，就是“政治鉴戒”、“民族认同”、“文化涵养”、“人格培育”、“实证精神”等价
值观念处在了概念重建及内涵更新的历史关头。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身怀救国救亡理想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试图通过政治与文化的革新来挽救民族
危亡，以使中华民族尽快融入近代世界。
他们的所作所为促进了历史教育的近代化。
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之一，就是梁启超。
。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笔名有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
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史学家
和教育家。
他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业绩涵盖政治、学术两个方面，笔底波澜卷向文学、史学、哲学
、佛学等诸多领域，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梁氏生前好友林志钧为其编辑《饮冰室合集》，并在序言中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
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观巳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
史》（此书未成，残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
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
”若对“史性”一词稍加阐释，即无处不在的历史穿透力、历史意识和历史感。
这是梁氏为学的特征所在。
这种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历史学”、“（中）国史”、“历
史教育”等词汇，都与梁启超有着深刻的渊源。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里向国人介绍日本书籍时，着重介绍了“历史”类书籍，“历史”一
词被大量引用。
他在1902年所著的《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里首次使用“历史学”一词。
而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首次出现“历史的教育”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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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平生怀抱在新民: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教学新探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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