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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
动物只有哺育，没有教育。
动物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活着，但人却不一样。
弗莱雷认为：“人能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和所处的世界，人能按照自己的目标来行动，人能探究自己和
探究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能超越受限的环境，人能创造文化和历史。
而动物缺乏自我意识，不能超越受限的环境，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动物都一样，是一种自我
封闭的存在。
”①　　作为人，总是会思考一些问题，也会产生一些思想。
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为了更好地生存、生活和发展，一直关注和思考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教育，因此，人们也就自然会关注教育、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
对这种教育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都在进行思考和分析，从而也就产生一些教育思想。
　　什么是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是基于教育知识的。
一般来说，一个缺知少识的人，其思想也是很贫乏的，甚或思想为迷信所占。
一个人的知识越多，那么他的思想就会更多和更深刻。
思想丰富了，也会感到自己原有的知识不足，欲求进一步获取知识，或者更进一步去创造知识。
这些新的知识，又促使人去进一步思想。
教育思想也是教育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思想是对已知和未知的教育现象进行思考所持的意见和态
度。
　　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
古代教育思想家，中国的可以追溯到孔子，西方的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
近现代教育思想家更是层出不穷，百家争鸣。
教育作为一种现象，各人对之的看法会有很大的不同，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思想，这是很正常的。
因此，在对教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至今已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教育思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教育思想的轨迹>>

内容概要

　　什么是教育思潮？
思潮即思想潮流。
较系统的、影响大的、流传广的思想，就有可能成为思潮。
教育思潮即反映某一时期内的教育思想并在教育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或倾向。
　　西方教育思潮是一个层出不穷、川流不息的过程。
　　本书主要探究20世纪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纵览国际教育思潮的发展走势分析各种主要思潮
产生的因由，追踪最新国际教育思潮引发我国教育改革的思路，促进教育研究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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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新传统教育思潮　　二战以后，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国际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形势。
许多人开始怀疑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革是否发生了方向性的偏差。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教育进行变革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于是也就出现了重新论证教育理论的高潮
。
新的教育理论大多数以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作为理论基础．认为进步主义教育过于关注儿童个人的经
验，忽视了学校传授系统文化科学知识的基本职能。
因此，开始对教育的作用、目的、过程、内容与方法，乃至教学的组织形式等进行了新的探讨，形成
各成体系的教育理论流派。
　　要素主义、永恒主义等教育思想直接抨击了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中的一些弊端，力图恢复传统教
育原则，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教育思潮。
　　第一节 要素主义教育思潮　　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是新传统教育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同时
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保守的教育思想。
它强调在民族生活、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基本的、永恒不变的、青年人必须学习的文化和知识要素，
同时也坚持传统的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原则和方法等仍应是现代教育必须保留并发扬的要素。
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受到进步主义猛烈冲击的传统教育思想，因此，人们也把它称
为“新传统主义”教育。
　　一、要素主义教育思潮产生的背景　　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是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进步主义教育的
过程中产生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学校教育普遍忽略了系统的书本知识
的教学。
进步主义强调的儿童中心、从作中学、经验为主以及设计教学等，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育质量，使
学生纪律松散，学校管理混乱。
于是，要素主义教育以进步主义教育为对立面，主张重新恢复学校教育在传授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地
位，重新加强对青少年的训练，使之掌握坚实的知识与基本技能。
可以说，要素主义教育产生之初，目的就在于消除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给美国教育造成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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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本主义思潮”作为现当代两大哲学思潮之一，它统摄了唯意志派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
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等。
这是一种高度强调“个人为本”的哲学思想，是现当代的重要教育思潮。
本文主要是立足于教育的视域，旨在通过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轨迹及其以“个人”为
主的教育思想进行必要的分析与概括并揭示其合理方面对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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