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教育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教育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4149862

10位ISBN编号：7504149861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教育科学出版社

作者：袁振国

页数：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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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教育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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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想给师范生尽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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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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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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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教育的概念、学校教育制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教育学
的发展、教育学的思想来源、规范教育学的建立、当代教育学的发展、当代世界教育、当代世界教育
的现状、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背景、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历程、当代世界教育的特征、规模迅速增长
、体制和结构显著变化、内涵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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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用教育新理念武装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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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一、教育的概念二、学校教育制度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第2节 教育学的发展一、教育学的思想
来源二、规范教育学的建立三、当代教育学的发展第2章 当代世界教育第1节 当代世界教育的现状一、
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背景二、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历程第2节 当代世界教育的特征一、规模迅速增长
二、体制和结构显著变化三、内涵逐渐扩大四、不平等严重存在第3节 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一、
教育全民化二、教育终身化三、教育民主化四、教育信息化第3章 当代中国教育第1节 当代中国教育的
发展一、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教育历程二、“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教育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改
革第2节 当代中国教育的现状一、义务教育二、高中阶段教育三、高等教育四、民办教育五、教师六
、教育经费第3节 我国的教育目的一、教育目的的概念和层次结构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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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发展与教育的主导作用二、发展个性是教育长期追求
的目标第2节 教育对人的地位的提升一、教育即发现人的价值二、教育即发掘人的潜能三、教育即发
挥人的力量四、教育即发展人的个性第3节 教育对人的素质的培养一、素质的含义、分类与结构二、
素质教育的内涵、目的与任务三、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第5章 教师与学生第1节 教师一、教师职业
的性质与特点二、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三、教师的专业发展第2节 学生一、学生的本质属性二、学生
的社会地位三、学生的发展第3节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关于师生关系的理论二、良好的师生关系第6
章 当代学习理论第1节 学习理论的一般原理一、中国古代的学习理论二、现代学习理论第2节 学习的
心理条件一、智力因素与学习二、非智力因素与学习第3节 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一、知识的学习过程二
、技能的学习过程三、知识与技能的迁移第4节 学生的学习差异一、学习差异与学习风格二、学习差
异与学习策略三、学习差异与因材施教第5节 学习理论的最新进展一、多元智力理论二、脑科学与人
的学习第7章 当代课程理论第1节 课程理论的发展一、课程与课程论二、三大课程流派第2节 课程结构
一、当代课程的目标和内容结构二、当代课程的基本形式结构第3节 课程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一、课程
设置二、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第4节 我国当代课程改革一、我国课程改革的历史二、我国当前的课程改
革第8章 当代教学理论第1节 教学与教学理论一、教学的概念二、教学理论及其历史演变三、1949年以
后我国教学理论的发展第2节 哲学取向的教学理论一、教学目的二、教学阶段三、教学内容四、教学
方法第3节 行为主义的教学理论一、教学目标二、教学过程三、教学方法第4节 认知教学理论一、教学
目标二、教学原则⋯⋯第9章 当代教学策略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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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文化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教育学>>

章节摘录

　　（一）素质教育的内涵　　顾名思义，素质教育就是培养、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
如前所述，素质的基本分类是一分为三，与此相应，素质教育也应当分成三个层次，即身体素质教育
、心理素质教育与社会素质教育。
但社会素质是后天获得的多种多样素质的总称，所以还应当细分为若干种。
与此相应，也就应当把社会素质教育进一步划分为如下六种：政治素质教育、思想素质教育、道德素
质教育、业务素质教育、审美素质教育、劳动技术素质教育。
　　（二）素质教育的目的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地提高学生的素质。
所谓全面，有两个含义：一是所有学生的素质都要得到提高，达到某一教育阶段所提出的素质标准与
要求；二是各种素质都要有所提高，不能重此轻彼，或重彼轻此。
只有这两个“全面”都付诸实施，才能全面地提高学生的素质。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可以划分为如下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做人。
做人是素质教育的起码要求，只有学会了做人的学生，他们才算是养成了一定的素质。
自古以来，不少思想家、教育家就倡导教会学生做人是教育必要的基本要求。
如北宋张载明确指出：“学者当须立人之性。
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
学者学所以为人。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强调指出：“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
教育事业虽然很复杂，目的总是归到学做人这一点。
”我国现代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家陈鹤琴早就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
中国人。
”这个提法对我国实施的素质教育也是基本适用的。
　　第二个层次是成才。
做人是成才的基础，成才是做人的升华。
只有学会了做人的学生，他们才会成才；一个不会做人的学生，他不可能成才，即使成了才，也对国
家、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好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成才必须在具备做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素质水平，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他们才会成
为高层次的人才。
由此也就不难看出，相对地说，做人是共同要求，不应当有高低层次之分；成才要区别对待，应当容
许不同层次、水平的存在。
也就是说，在培养学生成才方面，必须采取“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的举措，万勿千篇一律地提出过
高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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