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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是在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
基本历程的基础上，就中国教育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所进行过的教育学中国化探索、教育学的科学化
探求、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的探讨和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与反思。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试图围绕并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勾勒出教育
学从国外引进到中国化的过程和演变逻辑，并作出评价，最终为当前我国教育学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
鉴。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把教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大致
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以引进为主要特征的初现阶段（1901—1915）；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初建阶段
（1915—1927）；以“中国化”为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1927—1949）。
在此基础上，本人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主要面临着教育学中国化、教育学科学化、教
育学的学科独立性和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四个基本问题。
　　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探索经历了“适合国情”意识的萌发、教育学中国化意识的
凸现和教育学中国化的明确提出三个阶段。
在对这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的基础上，作者重点对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中国化的实质进行了剖析，认为
这种实质主要表现在教育学发展与中西文化、学与术、教育学的发展与教育实践三个方面关系的处理
上。
中国教育学者在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上虽然形成了一些认识，但缺少更为具体的实践相辅，因此，教育
学中国化还更多地停留在认识层面上，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教育学的交织影响以及要
把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需要，形成了教育学科学化思潮。
在教育学科学化问题上，中国教育学者形成了三种认识：教育学就是一门科学；教育事实是教育学的
唯一研究对象；科学方法是教育学的唯一研究方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学者的教育学科学化追求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促进了人们运用科学
的精神和方法去研究教育，促进了教育学研究的专业化，而且促进了教育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分化。
但这种追求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忽视了教育学的规范科学性质。
第二，把教育价值排除在了教育学研究范围之外，这就漠视了教育活动的人为性，忽视了研究者的价
值取向和生命体验，影响了对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吸收。
第三，把科学方法作为教育学的唯一研究方法，这就忽视了科学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的应用限度；重
视了归纳，忽视了演绎；忽视了中国的教育情景；忽视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内化。
　　围绕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教育学
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和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主张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学者实际上在强调教育学独立性的前提下，形成了两方面时认识：其一
，教育学不能因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就拒绝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其二，教育学借助于其他学科的力量
不会影响其学科的独立性。
正是基于把教育学建设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愿望，一些学者选择并确定了教育学的学科基础。
但在如何运用相关学科的成果去进行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教育学是相关学科的运用领域。
一些学者把本学科作为相关学科的具体应用领域，从相关学科的立场出发去进行本学科的建设。
其二，强调教育学的学科独特性，主张站在教育学的立场上去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
第一种观点在当时占了上风，并成为主流，导致出现教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园地” 的现象。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提出教育学要保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必须形
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直面教育实践，并从单纯的学科基础扩展到生活基础。
　　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者对教育学分类问题的研究、教育学学科体系在师范教育中的反
映以及国人编写并出版的教育学教材的整理，《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
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成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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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50年的努力，教育学在中国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包括近50门学科的学科群，它基本包括了以下四
个层次：第一，在传统教育学的知识体系下分化出来的不同学科，如教育概论、教育原理、教育通论
、教学论、教学法、课程论、德育原理等；第二，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而产生的交叉学科，如教
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伦理学、教育卫生学、教育生物学、教育行政学、教育统计
学等；第三，根据教育实践的发展，对教育实践中的某个专门问题或领域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学科，如
家庭教育学、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特别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乡村教育、幼稚教
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大学教育等；第四，对教育学自身发展研究所形成的学科，如教育科学纲
要、教育研究概论、教育研究方法、教育测验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形成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与师范教育的发展密切相
连；第二，注意面向中国教育实践；第三，突破了学校教育的藩篱；第四，适应了教育学的分化趋势
；第五，学科建设不平衡现象严重。
　　在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
纪上半叶为中心》最后提出，从植人性到生成性，这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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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在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
本历程的基础上，就中国教育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所进行过的教育学中国化探索、教育学的科学化探
求、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的探讨和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与反思。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试图围绕并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勾勒出教育
学从国外引进到中国化的过程和演变逻辑，并作出评价，最终为当前我国教育学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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