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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教育学是世行贷款量范教育改革项目“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育学课程改革研究”课题之一。
该课题由董操教授主持，于1993年8月正式立项。
历史教育学作为子课题之一，其主要任务是：对现行高师历史教学法课程进行改革，结合我国历史教
学实际，研究和编写具有时代特色的跨世纪的新教材。
    本书在编写体例和具体内容上具有以下特点：    一、具有创新性，本书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既介
绍和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育教学经验，又抓住本学科前沿领域的问题，克服以往只讲教法，不讲学
法；只强调教师主导地位，忽视学生主体作倾向，重视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
不仅研究如何通赤历史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也对历史教师的素质要求及提高做了探讨。
本书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以往历史教学法的内容所无法涵盖的。
本书在编写体例上的也做了较大调整，全书分为历史教育论（总论）、历史教学论、历史学习论和历
史教师论等四个部分，从不同角度对历史教育教学进行阐述。
    二、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本书立足于历史教育的大教育观，对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进行阐述
，又重点着眼于学校（尤其是中学）的历史教育教学。
既注重历史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又紧密结合历史教学实践，将二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三、实用性强，本书主要是为高师历史专业专科生和初中历史教师编写，又兼顾本科生和高历史教
师教学和进修所需。
内容贴近国家教委颁布的最新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确具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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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秦汉时期，政府设立了博古通今的"博士"官。
西汉汉武帝时设"太学"，把《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和《春秋》尊为"五经"，作为太
学的教科书；并置"五经博士"。
从此出现了许多专治《春秋》和《尚书》的学者。
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一是使史学成了经学的婢女，形成了经史不分的现象；二是史学得到了相应的
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学术界思想却愈发活跃。
西汉以来的正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私人修史之风盛行，史家与史书相继辈出。
二十四史中有五部是这个时期写成的，特别是范晔的《后汉书》反对佛学和神学，自成一家，影响甚
大。
三国时期的孙权认为历史知识同军事知识同样都是治国用兵之术，把历史教育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
南朝宋文帝在京师设立玄、儒、文、史四个专科学校，说明这时期历史在分科传授和分科研究中取得
了独立的地位，历史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期。
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相对稳定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教育体系。
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史学的地位相应提高。
唐中期以后，在各级学校中都开设与历史有关的课程，如《春秋》、《左传》、《国语》、《史记》
、《汉书》等。
《春秋左氏传》被列为高等学府的必读教科书。
这时期还出现了儿童启蒙读物--李瀚编写的《蒙求》三卷。
科举考试使历史教育不仅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提高自身修养和进入仕途的途径，而且成了统治者进
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始于五代的书院在宋朝时期迅速发展。
书院既是教育机构，又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
在书院教学的大多是闻名于世的学者，如朱熹等人。
教育内容十分丰富，但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博学贯经史"是当时学术研究的宗旨。
它一方面反映了历史教育仍未摆脱经学束缚的状况，同时也说明当时对史学研究颇为重视。
《史记》、《汉书》、《后汉书》即"三史"与"九经"、"五经"同样被列为书院学生的必读课程。
元代延续宋代经史不分的传统，书院和学校都推崇程朱理学，科举仍以"四书"作为考试范围。
从当时学校的教育日程表中可以看出，《春秋》"三传"及《尚书》等都被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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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师教育课程系列教材:历史教育学》是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国改革课题高师教育课程系列
教材之一，主要是为高师历史专业专科生和初中历史教师编写的，又兼顾本科生和高中历史教师教学
和进修所需。
内容贴近国家教委颁布的最新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确具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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