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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原理”，顾名思义，是探求教育事理的学科，不同于应用学科。
惟其如此，其理论框架应与偏重于应用的“教育学”有别。
这里关于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分析，将尽可能地把客观存在的事实、逻辑上可能存在的事实、应有
的事态(价值取向)与可行的抉择这样四个层面分清，并兼顾这四个层面。

陈桂生所著的《教育原理(第3版)》框架：
第Ⅰ编：基于这种构想的教育原理框架是：从教育要素到教育过程(微观)，从简单教育过程到复杂教
育过程，从教育过程到教育实体(中观)，从教育实体到教育系统(宏观)。

第Ⅱ编：从教育的内部联系到教育的外部联系，从教育的外部联系对教育内部联系的影响到教育系统
自身的特性。

第Ⅲ编：由教育的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所决定的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的构成、学校职能以及家
庭的教育职能。

第Ⅳ编：从一般教育原理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基本理论问题。

在《教育原理(第3版)》修订中，增添了各编后记和余论中的教育诸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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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桂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全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接受政府津贴的专家
。
发表了学术论文260余篇，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30余部，并且这种态势还会持续下去。
他是中国大陆建国以来首屈一指的教育学家之一。
在众多的著作中，《教育原理》、《普通教育学纲要》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
其中，《教育原理》一书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993）著作类一等奖（1994年
）、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6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998年），被
视为教育科学研究的人员必备的学习材料。
陈桂生先生多年来主要从事教育基本原理方向的研究，以擅长精密的逻辑思维和对教育细致的审视著
称，著述颇丰，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教育科学体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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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各育的发生以及各育在教育构成中地位的变化过程说明什么问题呢？
　　1.古代教育原先基本上属于德育或宗教教育，到近代才有智育的萌芽和发生，智育在教育构成中
的地位日益提高，德育的地位相对下降，体育与美育越来越引人注目，在现代又有技术教育的崛起。
这些都表明随着社会生活与人生需求复杂化，教育的领域日趋拓宽，从单方位的教育逐渐演变成多方
位的教育。
　　在现代，教育过分倾斜于一育或二育早已不合时宜，现代教育即使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及劳动技术教育，仍然不意味着把教育的内涵全都包容在内；此外，还有各育交叉衍生的亚种如心理
卫生、青春期咨询与指导，以及作为各育共同基础的劳动教育等。
　　把教育分解为若干各具特点的成分，对于拓宽教育视野，确有积极意义。
　　2.事实上每一种教育的地位不是一层不变的，在教育构成中各育的发展也不平衡。
在古代曾把整个教育归结为德育或宗教教育，到近代既存在过“道德主义”教育倾向，又以理性化的
道德教育取代宗教教育或宗教化的道德教育；智育从作为理性化的道德教育的基础进而成为独立形态
的教育。
随着分门别类的自然学科、人文学科列入课程，课程日益复杂，智育的地位逐步上升。
原先那种古典人文学科优势的课程，着眼于理智、道德情操与审美意识的陶冶，智育同德育、美育尚
较一致，但古典人文课程毕竟同现代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随着学科知识系统化，知识内容近代化、
现代化，教学日益“智育化”，智育与德育、美育的距离也日益拉开，在课业负担加重后，智育同体
育的矛盾也成为问题；特别是随着教育事业的普及而高一级学校又不足以充分提供就学机会情况的发
生，追求升学率的动机越来越强烈，智育本身被扭曲，智育同其他各育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此情况下，分解教育内涵的意义集中表现为着眼于教育的全方位，权衡利弊，根据特定时期的客观
需要，针对实际存在的倾向，自觉地调节各育的关系，确定一定时期整个教育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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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生对本书的阅读障碍在于：不熟悉书中援引的大量背景材料。
尤其是作者理论思考的方式、考察问题的视角，同学员习惯了的思维定势，颇多撞击。
而作者的‘优点’在其别一面，也正是其缺陷所在——正如迪尔登所说：在批评者看来，‘理论家’
不过是些徒步奔走的笨蛋。
走得太快，以致人们实际上无法看清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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