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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了解和研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教育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已经
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界乃至整个教育界日益普遍的需要。
无论是在教育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实践的改进，美国的成果、经验和趋势都已
经成为中国教育界分外关注的对象。
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界自觉或不自觉的“参照指标”。
因此，在中国教育界，“美国教育”实际上早已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学科专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
对美国教育的了解和研究早已超出了某一个或几个学科的需要，而成为整个教育学科的普遍要求。
从中国期刊网（CNKI）的检索中可以看到，1980-1985年间，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美国教育的研究论
文为888篇，1986-1990年间为1154篇，1991－1995年间为1383篇，1996-2000年间为1847篇，2001-2005年
间为7290篇，2006-2009年间的不完全统计为474.3篇。
　　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关于美国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甚至是当前，而对美国教育现状所生
成的历史过程是明显忽略的。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诸多关于美国教育的研究，往往只涉及“其然”而忽略了“所以然”。
而如果对“所以然”知之不多，那么可以想象对“其然”的把握会是何种情况。
因此，三十年来，尽管关于美国教育研究的课题和成果“与日俱增”，但研究的深度是否随之提高，
是值得质疑的。
易言之，关于美国教育的论文和著作在数量上的急速增加，是否意味着我们对美国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也在大幅度提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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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体现了美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态度——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教育。
该书作者认为：“把教育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研究，因为发生在任何时间或地点的教育
都是特定社会的一种反映，而教育是该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书在叙述中始终把美国教育的发展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思潮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从而突破了传统美国教育史研究的狭隘的制度路线。
这本美国教育史专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本关于美国教育的社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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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S.亚力山大·里帕(1925—2006)，在迈阿密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获得教育史博士学位。
从1960年起，里帕一直在佛蒙特大学担任教职直至1993年作为荣誉教授退休。
S.亚力山大·里帕编有《美国教育思想文献史》，著有《自由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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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间并不存在冲突。
清教徒甚至能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一种附属的真理来加以接受。
1清教徒采用一种理智的而不是直觉的生活态度，他们试图把信仰与理性统一成一种一致的思想方式
。
　　这种信仰与理性的综合是新英格兰殖民地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基石。
它首先产生了政治上的不容异说和导致了对不服从国教的压制，而且在这方面，它是一种对思想起压
制作用的力量。
任何程度的宽容在清教徒信念中都得不到认可。
那些反对清教徒的小集团显然不在上帝的选民之列。
如果上帝已经谴责他们下地狱，那么他的圣徒不能宽容他们罪恶的态度。
实际上，宽容是对上帝意愿的一种明目张胆的违抗。
　　清教徒思想还导致了相对高水平的教育。
17世纪30年代移民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坚定地认为他们是被上帝挑选出来在“新世界”建
立“他的王国”的人。
牧师和历史学家在整个17世纪反复地讲述新英格兰神圣使命这一信念。
因为清教徒十分确信他们是上帝选民中可作典范的一类人，因此，他们显示了对上帝的强烈责任感。
主要是为了得到上帝的认可，这一决心和希望使得工作和教育在清教徒思想中成为如此重要的事情：
为了达到高尚和获得拯救，人必须通过教育、工作和异乎寻常的个人奋斗超越他的自然环境。
在清教徒踏上美洲海岸后，他们立刻安装了一台印刷机，建立了许多中小学，成立了一所学院。
由于清教主义严格强调工作和学习，因而清教主义发展成为了一种极其适合边疆生活方式的思想体系
。
　　新英格兰的社会差别几乎与南部殖民地一样界限分明。
虽然那里有一个权力很大的贵族集团，但它不是一个有闲阶级。
在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每个人都要工作。
实际上，克雷夫科尔赞许地评论说：“永无休止的劳动是这些殖民者的基本特征。
”为了维持严格的社会界限，清教徒在教堂里小心翼翼地根据地位就座。
直到1772年，甚至哈佛学院的毕业生名册仍按照社会等级的顺序对学生进行排名，温斯卢普家和萨尔
顿斯塔尔家的人排在最前面。
虽然奴隶在数量上很少，但是新英格兰殖民者在道德上并不反对这一制度。
马萨诸塞州首次公开谴责奴隶制出现在1700年由法官塞缪尔·西瓦尔（Saintlel Sewall）所写的一本小册
子里。
在这本书中他批判了“这一罪恶的制度”，非洲裔美国人通常受到蔑视，他们在教堂里坐在“奴隶席
”上。
因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早期的领导者出身于“旧世界”的半封建社会，他们像在宗教信仰上维持一个
严格的信奉国教制度一样，决心建立一个有阶级差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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