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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9卷）》首先详细地论述了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其中着重地
论述了20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政治潮流、科学技术进步和心理学发展在教育思想发展和演进中所起的
作用。
然后，分别论述和评介了西欧新教育运动与新教育思潮、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
潮、杜威的教育思想、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新传统教育思潮、德国社会教育学思潮、德国文化教育学
的教育理论、印度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列宁的教育思想、苏联前期的教育思想、马卡连柯的教育思
想、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共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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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的世纪。
首先，基于20世纪前后的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许多国家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
的提高，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大变化。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化新发展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又进入信息时代，并正在引
起社会发生新的重大转变。
其次，在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俄国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二战后，许多被压迫民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
，建立了独立发展的国家，其中有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起起伏伏的民主运
动，也推动着这些国家在有限的范围内不时调整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的改革；全世界人民都在努力争
取和平与发展。
再次，20世纪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心理科学的发展，更是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
尤其是二战后的新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更加突飞猛进。
　　在20世纪，人类社会在复杂、曲折的发展中，各方面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也同时有力地引发和促进了人们各种传统观念的变革和新思想的兴起，其中包括各种传统教
育思想的更新和新教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使20世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演进呈现出百花
齐放，一片繁荣的景象。
　　第一节 2.0世纪工业化的发展与教育　　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是一切教育发展的基础：一方面，
通过教育为生产部门输送足够数量的合格劳动力（包括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一定的社
会生产力水平又为教育提供物质基础。
然而，无论是教育还是作为教育背景的社会生产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它对教育的需求和可能提供的物质基础也不同；同时，不同时代的教育
在生产上的意义也颇不一样。
这是考察和研究整个教育史特别是20世纪教育思想理论和教育实践发展首要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这里，拟简要探讨作为20世纪社会主要特征的工业化的进展与教育思想理论发展的联系。
　　一、&ldquo;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rdquo;与教育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新发
现和新发展，出现了所谓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它以电力代替蒸汽为机器运转的动力为标志。
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力、电机、汽车、拖拉机、飞机、石油、化工等。
冶金、机械制造、船舶等老工业部门经技术改造后也获得迅速发展。
在一些国家，重工业生产体系开始形成，并很快超过轻纺工业而在世界工业中，吾主导地位。
世界工业总产值在19世纪最后30年增长了2.2倍，到20世纪初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又增
长3.66％。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普遍地加快了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展。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的民用工业大大缩减，但军事工业得到畸形发展。
战后，各国又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通过更新机器设备、革新技术、开展生产合理化运动等措施刺
激生产。
到1925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量即先后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
在20世纪2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各国经受了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的不适应性。
　　惟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自2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到1937年，其工业总产值
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77.4％。
而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也由大约占4％上升到10％。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爆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次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不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战败国的工业体系崩溃了，其他
许多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也都下降了，各国工业化的进程倒退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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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美国利用大战的机会发了横财，从1938至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额增加了近两倍。
到大战结束时，美国已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化强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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