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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科研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重大教育问题史系列研究丛书”之一，是由中央教育科学研
究所方晓东研究员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当代中国重大教育问题史研究”的主要
成果。
本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的教育问题入手，追根寻源，梳理这些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其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研究这些问题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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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科研的历史回眸
　第一节　教育科研概述
　　一、教育科研的概念
　　二、教育科研的产生与发展
　　三、教育科研的意义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教育科研的发展概况
　　一、西方教育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传介
　　二、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教育科研成就举要
第二章　当代中国教育科研机构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专门教育科研机构
　　一、国家教育科研机构
　　二、地方教育科研机构
　第二节　高等学校中的教育科研机构
　　一、高校教育科学研究所
　　二、高等学校教育院系
　第三节　群众性学术团体
　　一、中国教育学会
　　二、地方教育学会
第三章　当代中国教育科研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节　专职教育科研人员
　　一、高等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二、地方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
　第二节　高等学校教育院系的教师
　　一、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的高校教育院系教师
　　二、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期间的高校教育院系教师
　第三节　中小学教师
　　一、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活动与教育科研队伍建设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验
第四章　当代中国教育科研的重大课题
　第一节　当代中国教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研究
　　一、教育制度的试验与改革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教育科研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
第六章　当代中国教育科研面临的问题与展望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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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帷幕全面拉开，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高潮
。
教育学科的“全面苏化”又可分为大量引进苏联的教育学著作和照搬苏联教育学科模式两个方面。
关于对苏联教育学内容的学习，在本章第二节已经介绍过，这里只考察照搬苏联教育学科模式的情况
。
　　为了进行系统的教学改革，1952年中央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参考苏联1951年颁布的师范学
院教学计划，在苏联教育专家的指导下，草拟了我国《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拟订的第一个师范学院教学计划，并于同年7月印发各师范学院参考。
1952年11月5日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
该计划规定，师范学院各系（教育系除外）公共必修的教育学科为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学校卫
生学。
《教育系学校教育组教学计划》（草案）规定必修的专业课程有心理学（包括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
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政策与制度、教育学教学法、心理学教学
法、小学各科教学法等。
这个计划中的《教育系幼儿教育组教学计划》（草案）规定专业必修课有心理学（包括普通心理学、
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包括普通教育学、学龄前教育学）、教育史以及学龄前教育史
、学龄前教育组织与领导等。
①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对各师范院校试行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会后，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师范学院教学计划》（修正草案）进行研究和修改。
1954年4月12日，教育部正式颁发了《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
同时期，也有学者积极进行相关的研究，如沈灌群在1952年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教育史学科教
学拟定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草案），按历史发展阶段，把中国教育史划分为古代（原始社会
至鸦片战争）、近代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近代下（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部分
。
　　在这次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中，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
、教育测量、教育统计学等教育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没有了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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