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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晓东教育作品集：儿童教育新论（第2版）》试图建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学体系，是一部
儿童教育学专著，亦可用作学前教育专业、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儿童教育学教材。
作者力图从儿童自身的诸种精神现象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出发来建设儿童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以往各种教育学教材和专著虽然也将教育与儿童身心特点相适应作为基本规律，但由于对儿童身心特
点的论述不够全面和深入，一般只能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的形式（如认识、情感、意志等）的简单描
述作为论证根据，而未深入到儿童心理的内容面——儿童精神世界的诸多丰富现象之中，为此教育与
儿童特点相适应的论述不免流于浮泛。
《刘晓东教育作品集：儿童教育新论（第2版）》则对儿童的哲学、科学、伦理学、艺术等方面的内
在精神世界做了深入阐释，并力图据此探索儿童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应当说是对当前教育学（尤其
是低龄儿童教育学）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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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晓东，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全国青联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学前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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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儿童观　　第一节　儿童观的演变历史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的儿童观。
随着历史的演进，儿童观的内容也相应地演进着。
因此，作为观念而存在的儿童观又辩证地是一种历史存在（我们可以把儿童观看作社会自组织系统内
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组织子系统，它随历史的前进而生长着）。
由于逻辑的是与历史的一致的，所以逻辑形态的儿童观与历史形态的儿童观（即儿童观的演变历史）
是一致的，逻辑形态的儿童观是以往历史上儿童观的沉淀或浓缩。
因此，为了认识当今儿童观的内容，为了认识儿童观的内部逻辑，我们便应当从考察它的历史演变人
手。
　　一、古代的儿童观：儿童就是小大人　　儿童期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起始部分，所以儿童期
是客观的，它是不依赖于是否被人发现这一条件而存在的。
但是，在古代，人们尚未发现儿童与成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儿童观念。
说那个时代没有儿童观念，是对整个社会意识水平而言的，即整个社会尚未在意识水平上把儿童和成
人这两个概念从宽泛的“人”的概念中分离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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