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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教育学是晚熟的；教育学在中国，则不仅晚熟且以“舶来”的方式
出现。
晚熟曾让我们产生过学科自卑，并且习惯了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这些先成熟的学科讨生活；“舶
来”则使我们产生过挥之难去的“引进情结”，也习惯了以国外的研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研究替代自
己的研究。
　　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晚熟？
事实上，一门学科的晚熟，恰恰表明它的研究对象较之先成熟学科更为复杂。
教育学所有的复杂性，均根源于人的复杂性以及育人活动的综合性和动态生成性，这些特性赋予教育
学实践品性，使理论研究对实践的关注成为基本立场，也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研究复杂事理的学问。
它以“成长中的人”为关注对象，又以“人的成长”为旨归，是在情境中整体地把握对象、在关系中
综合地理解事物特性、在过程中动态地生成思想的一门学问。
以积极的心态看，晚熟又是一种幸运，面对其他学科研究及国外教育学研究提供的充沛资源，只要我
们坚持研究中国式问题，秉承并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自
然科学等多学科展开对话，就能将这些资源转换成滋养教育学成长的不竭能量。
　　毫无疑问，中国教育学的成长历程是“中国式”的。
教育学中国式成长的历程展开来说就是：从“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特色教育学”，再到“中国
的教育学”。
首先，因其“舶来”之特性，就必有一个“教育学中国化”的开端；接下来，它又走过了一段“中国
特色”的旅程；最后的历程则是：创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
　　在教育学中国化阶段，尽管研究的立场是“中国”的，但“化”的方式是简单的，思想方法上带
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色彩；在中国特色教育学阶段，立场也是中国的，思维的辩证性增强，但所
强调的特色是点状呈现的，甚至是硬“贴”上去的，未能作为“魂魄”灌注其间，更未与带有西学特
征的概念、框架和体系融为一体；只有在中国的教育学阶段，是从中国立场出发建立自己的学术发展
核心价值取向，以中国视角汲取一切有助于中国教育学自身成长的学术资源，直面全球化进程里中国
自己的社会现实和学科建设问题，以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中的积极力量为底蕴，坚持在教育变革实践与
教育理论更新的互动和双向建构中，以动态生成的方式发展中国教育学。
　　如何吸纳其他学科的养分实现自己的生长？
我以为，取向参照、概念培育、结构的迁移与启发、体系比较、方法论更新与融通，是在与相关学科
对话过程中吸取思想资源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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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融入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展现了教
育学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双向建构的过程，也力图反映中国教育学当下的成长状态。
     本书内容共分十章：第一章作为本教材的开篇，重点讨论了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问题；第二至第五
章是从宏观层面对教育基本问题的审视与思考；最后三章分别探讨了学校中的班级建设、学校管理及
教师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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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与教育学  第一节  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第二节  教育学在西方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教育学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第二章  当代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  第一节  教育的概念及其新理解  第二节  全球化、
信息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变革  第三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校转型性变革第三章  当代儿童成长与教育  
第一节  关注儿童的生存状态  第二节  教育视野中的学生观更新  第三节  以学生成长需要为导向的学校
教育改革第四章  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培养目标  第一节  学校教育实践中的价值取向与培养目标透析
 第二节  当代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更新  第三节  当代学校培养目标的重建第五章  教育制度的革新与变
迁  第一节  教育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其功能  第二节  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特征及功能转型  第三节  我国
现代学校制度的发展背景与特殊问题第六章  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课程及其理论基础  第二节  课
程编制原理  第三节  当代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第七章  教学的原理与策略  第一节  教学与教学观的更新
和重建  第二节  教学策略及其实践探索  第三节  教学评价及其改革第八章  学生组织建设与学生发展  
第一节  班级建设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学校课外生活的价值开发  第三节  学生校外生活与个体成长第九
章  学校管理变革与领导发展  第一节  学校管理的当代内涵  第二节  当代学校管理变革的内容  第三节  
学校管理变革中的领导发展第十章  当代学校变革与教师发展  第一节  新型教师的基本素养  第二节  学
校变革进程中教师发展的路径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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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教育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再生产的手段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教育则是第一生
产力的母机，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再生产的重要手段与途径。
教育在科学知识和技术再生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教育对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继承和传递上
。
任何一个人、一个时代要形成对自然真正的科学认识，从而在真理的长河中不断前进，就需要继承和
积累科学知识。
而科学知识的继承和积累又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
教育把已经创建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加_丁成简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方法手段，从而为新一代人
所掌握和继承。
这样就能使人类的认识不断扩充，从有限变为无限可能，这也为科学上新的发现做好相关知识储备。
另外，学校教育所进行的科学知识再生产又是一种扩大的再生产，它可以使原来为少数人所掌握的科
学知识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并且不断扩大其传播范围。
同时，学校教育所进行的科学知识的再生产还是一种高效率的再生产，它通过有效的组织和方法，缩
短再生产科学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当前，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正在以惊人速度膨胀的情况下，学校在科学知识再生产方面更
显现其优越性，发挥着更为巨大的作用。
　　3.教育是直接生产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手段　　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通过科学研究创造科技
成果，从而也担负着生产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任务。
由于具有科研力量集中、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后备力量充足、信息来源丰富等优势，高校已经成为科
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从18世纪德国创立柏林大学时提出把“科学研究和教学相统一”作为办学原则起，世界各国的高等学
校现已逐渐形成了教学一一科研一一生产联合体，从而使许多新产品、新工艺在实验室被创造出来。
因此。
高等学校在直接生产科学知识和技术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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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融入了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展
现了教育学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双向建构的过程，也力图反映中国教育学当下的成长状态，值得一读
。
　　——陆有铨 华东师大终身教授　　一般认为，教材只能讲百家之言，且最好是百家都认同的“定
言”，然而这本教材在尊重百家之言的同时，也敢于讲一家之言，这也许是它最为独特的一面。
　　——杨启亮 南京师大教授　　我们这一代教育学子，是读着好几本教育学成长的，每一本都受益
匪浅。
当这本书还是清样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她，恰似夏日里一阵清新的风，很喜欢！
　　——王娟 贝思思 华东师大2008级硕士生　　由于学科不同，我还没有接触到专业的教育学书籍。
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教育学专业书，真诚易懂，获益匪浅，尤其是其中“生命·实践”的教育理念，
给了我很多启发。
　　——宋珊珊 华东师大2008级本科生　　教育要达到培养人、改善人和发展人的目的，固然要从人
出发，以人为注意的中心。
在这本有关教育的书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性内容，它关怀人的个体生命，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原来教
育跟我们这么亲近。
　　——喻春艳 华东师大2007级本科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学基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