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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⑴《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

》：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中等教育强调选择和突出智力的

模式受到挑战。1913年，美国教育协会成立了“中等教育改

组委员会”，研究中等教育的职能和目的的问题。1918年委

员会提出了《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指出美国教育

的指导原则是民主观念的原则，应使每个成员通过为他人和

为社会服务的活动来发展他的个性。为此，中等教育的目标

可以概括为7项：即健康、掌握基本的方法、高尚的家庭成员

、职业、公民资格、适宜地使用闲暇、道德品格。为了有效

地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建议改组学制，建立一个中等教育与

初等教育相衔接的学校系统。其中，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各

为6年，中等教育可由初级阶段教育和高级阶段教育组成，每

段3年。中等教育在包容所有课程的综合中学进行。《中》的

报告在美国教育史上是一份有影响的报告，它不仅肯定了美

国的6-3-3学制和综合中学的地位，而且也提出了中学是面向

所有学生并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⑵“八年研究”计划：20世

纪30年代，美国高中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升学和就业的矛盾。

为此，1930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成立了“大学与中学关系

委员会”，研究大学与中学的关系问题。委员会制订一了项

为期8年（1933-1941）的大规模的高中教育改革实验研究计划

，即“八年研究”计划。当时在200所中学中选出30所中学，

故实验也称“三十校实验”。“八”计划实验的主要特点为



：参与实验的学校面广，有代表性；实验研究以进步主义教

育思想为指导；实验学校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实验主要围绕

教育目的、教育管理、课程和方法等问题展开，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八”计划通过对美国中等教育与大学关系的研究

，提示了中等教育的许多问题，对美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 ⑶《史密斯休士法》：1917年，美国通过了

以史密斯和休士联合提出的职业教育提案，史称《史密斯休

士法》。法案的主要内容有：由联邦政府拨款补助各州大力

发展大学程度以下的职业教育；联邦政府与各州合作，提供

工业、农业、商业和家政等方面科目的师资训练；在公立学

校设立职业科，把传统的专为升学服务的中学改为兼具升学

和就业的综合中学。《史》的颁布，对美国普通教育和职业

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⑷初级学院：19世纪后半期

，美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和自身结构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关注

。189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率先提出把大学的四个学年

分为两个阶段的设想。第一个阶段的两年为“初级学院”，

第二个阶段为“高级学院”；同时也把课程分为两部分。同

一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对学校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了“初

级证书”制度。这种制度的设想也是把大学分为各为两年的

两个阶段。初级学院思想的提出，对美国高等教育自身结构

的改革产生了影响。20世纪初，美国的许多州建立了初级学

院。二战以后，美国的初级学院面向地方发展的需要，改称

为社区学院。 332、试分析二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及

内容。 ⑴20年代教育改革：①在初等教育方面，日本于1907

年颁布了《再改正小学校令》，把全部私立小学改为公立小

学。并确立了6年义务教育的体制。同时，加强了现代课程的



改革。到20年代初期，日本已完成了普及6年义务教育的任务

。②在中等教育方面，日本于1918年颁布了《高级中学令》

，提出了高中为大学服务的目标，并对私立和公立学校的设

置、课程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19年，日本颁布了《

修正中学校令》，其基本内容是重视课程中和理科的设置；

加强中小学的联系；设立初中预科制度。③在高等教育方面

，日本于1918年颁布了修订的《大学令》，强调大学教育的

目的是通过传授国家所需要的思想和知识，培养高水平的人

才；允许创办私立大学和地方公立大学；大学可设立多科大

学，也可设立单科大学等。《大学令》颁布以后，日本的大

学得到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

到1929年，日本的大学已增至46所。④在20年代，日本还颁

布了《高等女子学校令》和《高等女子学校施行规则》，改

善了日本女子受教育的条件。 ⑵军国主义教育：1926年，日

本裕仁天皇继位后，重视民族精神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日

本的教育开始军国主义化。主要表现为：加强对师生民主进

步运动的控制和镇压；加强教育的军国主义内容；军事训练

学校化和社会化。到1937年以后，日本教育开始实行战时教

育体制，教育成为战争的工具和机器。 ⑶《教育基本法》和

《学校教育法》：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后，为了改革

日本的教育，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

教育法》。②《教育基本法》和主要内容有：确定教育必须

以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和平的公民及社会的建设者；全体

国民接受9年义务教育；尊重学术自由，培养国民的理智；公

立学校禁止宗教教育；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同校；尊重教师

，提高教师的地位等。③《学校教育法》是《教育基本法》



的具体化。其主要内容有：废除中央集权制，实行地方分权

，削弱文部省权力，新设地方教育委员会管理学校事务；采

取6-3-3-4单轨学制，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原来的6年义务教育

延长到9年；高中以实施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为目的；将原来

的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统一成为单类型的大学等。④《

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颁布，否定了战时军国主

义教育政策，为战后日本教育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333、试评

价日本70年代至80年代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 ①进入70年代

，日本又进行了多次教育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71年6月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

整顿的基本措施》咨询报告，拉开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和战后

初期两次重大教育改革后“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序幕。②这

次改革涉及的内容广泛，主要在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

。③在中小学教育上，日本提出了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国家

和教育者的责任的3个基本目标和为实现目标而制订的10项具

体措施。④在高等教育方面，报告提出了5个方面的要求和12

项具体措施。⑤以上报告内容为文部省采纳后，对日本教育

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⑥70年代，日本还颁布了《关

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计划的标准》（1977年）、《小学初中教

学大纲》（1977年）、《高中教学大纲》（1978年）等法规

。 ⑦80年代，日本的教育改革更加具体和深入。1984年，日

本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1987年，日本文部省成立了

“教育改革推进本部”，二者成为推进日本80年代教育改革

的领导机构。 ⑧“临时教育审议会”从1984年至1987年提出

了多次咨询报告。其中1987年的报告最具有权威性。报告提

出教育改革应重视个性的原则、国际化的原则、信息化的原



则和向终身教育体制过渡的原则。 ⑨“临时教育审议会”还

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其中主要有完善终身教育体制；改

革中小学教育体制，强调按照灵活、多样、柔性化的观点改

革学制；加强道德教育和体育；推进高等教育和师资培训等

内容。 334、试评述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普通教育改革的经验

和教训。 ⑴20年代教育、教学改革：①在教育方面，苏联主

要注重对学制的调整。1920年底，俄共（布）召开关于国民

教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学制改革的决议，把7年制学

校作为普通学校的主要类型，允许在7年制学校的基础上设立

修业年限为3-4年的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根据会议精神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又通过了《改组第二级学校的

条例》，决定从1921-1922学年开始，逐步把第二级学校改组

为技术学校。于是，原先的“统一劳动学校”制度发生了一

些变化：4年制小学；7年制学校（4-3分段）；9年制学校

（4-3-2分段）和中等技术学校。②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

，1921-1925年间，苏联公布了《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

（通称综合教学大纲或单元教学大纲）。新大纲的主要特点

是取消学科界限，将指定要学生学习的全部知识按自然、劳

动和社会三个方面的综合形式加以排列，并以劳动为中心。

在实施新大纲的同时，相应地改变了教学方法，采取了劳动

的教学法。在教学的组织形式上，主张取消班级授课制而代

之以分组实验制和设计教学等。新大纲的提出，其出发点是

好，但破坏了各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削弱了学校中系统基

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基本的读写算能力的训练。 ⑵30年代教

育体制的整顿与发展：①1931年8月25日，苏联通过了《关于

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并于9月5日颁布，因而这一决定也称



为“95决定”。“95决定”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学校

的基本任务、教学方法、干部、中小学的物质基础以及学校

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改进措施。“95决定”

成为30年代苏联教育改革与发展国民教育的纲领性文件。②

“95决定”颁布以后，苏联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问

题的决定。例如，《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

》（1932年）、《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1933）、《

关于苏联中小学结构的决定》（1934年）、《关于教育人民

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1936年）。③在这些

决定中，对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教科书和改革学

校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和要求。由于这些决定

的贯彻执行，提高了普通教育的质量。同时，由于普及义务

教育的实施，苏联在第二次战争前基本上上完成了扫除文盲

的任务，各级教育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新

的问题。 335、二战后苏联进行了哪些大的教育改革，其主要

内容是什么？ ⑴1958年的教育改革：1958年12月24日，苏联

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全国国民

教育制度的法律》。主要内容：①强调培养学生走向生活②

将普及教育的年限由7年延长为8年③将原来的10年制延长

为11年，延长的一年加到不完全中学阶段，成为8年制学校，

是普通教育的第一阶段④第二阶段的教育仍为3年，通过青年

工人学校、农村青年学校兼生产教学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

学或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⑤在职业学校和技术

学校中，改组原有体制，设立声调和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并

改进中等专业学校⑥在高等教育中，要求高等教育接近实际

生活和生产⑦高校应优先录取具有实践工作经历的人入学。



这次改革存在许多问题，1964年8月10日，苏联又通过了《关

于改变兼施生产教学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

决定》，把建立在8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学的学习年限由3年

改为2年。 ⑵1966年的教育改革：1966年11月10日，苏联通过

了《关于进一步改进普通中学工作的措施》的决议。①强调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获得牢固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高

度的觉悟，培养青年面向生活并能自觉地选择职业。②要求

中学教学内容要符合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各年级

科学基础知识的学习要有衔接性；要删除大纲中和教科书中

过于繁琐和次要的材料，减轻学生的负担；并对各年级的学

时进行了规定；中学开设选修课。该决议发布以后，苏联又

发布了几个相关的文件。 ⑶70年代的教育立法：①1969年，

苏联把初等学校4年制改为3年制。1972年6-7月，苏联又相断

通过了《关于完成向青年普及中等教育的过渡和进一步发展

普通学校的决议》、《关于进一步改进职业教育体系的决定

》、《关于进一步改进全国高等教育的措施的决议》。这三

个文件为1973年的教育立法作了准备。②1973年7月19日，苏

联通过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这是用

法律的形式将60年代中期以来的教育改革加以肯定。 ⑷1977

年以后的教育改革：①1977年12月22日，苏联通过了《关于

进一步完善普通学校学生的教学、教育和劳动训练的决议》

，确定普通中学是统一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要求改进与加

强劳动教育与教学，但要使劳动教育与教学在广泛的综合技

术教育的基础上进行。1984年4月，苏联又通过了《普通学校

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强调通过加强劳动教育和职

业技能训练，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基本方针》还对



儿童的入学年龄、普通学校的学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

结合提出了具体的意见。②1987年3月21日，苏联又公布了《

苏联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这是苏联

开始把注意力转到高等教育的新动向。 336、教育心理学化思

想的基本主张及其影响。 ⑴教育基本主张：①裴斯泰洛齐认

为，教育心理学化就是要找到根除旧教育和教学的新机制，

将新的教学机制建立在符合人类本性的永恒规律的基础上；

教育心理学化就是把教育提高到科学水平，将教育科学建立

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教育者应认识到人的天赋的

道德的、智慧的和身体的潜能；各种教育内容的选择和编排

要适合儿童的学习心理规律；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要心理学

化；教育者要适应儿童的心理时机调动儿童学习的主动性，

让儿童成为自己的教育者。②赫尔巴特认为教育作为一门科

学，必须以心理学为基础；教育学的大部分缺陷产生于缺乏

心理学；教学过程应以心理学的“统觉”原理学基础，“统

觉”是教育中认识活动的心理过程；“兴趣”是形成“统觉

”的条件，“兴趣”赋予“统沉”以主动性；依据伦理学和

心理学，儿童教育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儿童的管理、教学和训

育；认为应当在儿童已有经验和兴趣的基础上选择课程，并

依据他对兴趣的分类对教学内容作了相应的划分。③福禄培

尔认为人的心理不是固定和静止不变的，总是由一个阶段向

着另一个阶段前进；同时，人的心理发展的各个阶段是有机

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福禄培尔的教育心理学化思想

修正了裴斯泰洛齐机械论的心理学观点，更深入地提示了儿

童心理及其发展的本质规定性，推动了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

发展。④第斯多惠明确地提出把心理学作为教育科学的基础



，并力图运用当时心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提示人的

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规律。他认为人生而具有渴望发展的特性

，它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基础，是一切人性的、自由的和创造

性的源泉，是人的心理的本质。因此，心理发展不仅是教育

工作的目标，也是教学工作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发展

性教学”原则，并把它当成全部教学理论的核心。 ⑵影响：

①教育心理学化的思想成为人的和谐发燕尾服理论、要素教

育论、简化教学方法和初等教育各科教学法的理论基础②使

教育家开始自觉地把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形成

了欧洲的教育心理学化运动。 337、新传统教育流派的发展和

派别、基本主张及影响。 ⑴形成和发展：①新传统教育流派

是20世纪30年代作为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对立面出现的，是具

有传统教育特色的新的教育思潮，主要指要素主义教育、永

恒主义教育和新托马斯主义教育。②这些教育思想流派在20

世纪30年代产生后，在50年代又得到一定的发展，成为西方

现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③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格莱、科南

特、赫钦斯、阿兰、马里坦等。 ⑵教育基本主张：①要素主

义教育激烈批判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认为进步主义教育导

致了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主张把人类文化的“共同要素”

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强调教学过程必须是一个训练智慧的

过程；强调学生在学习上必须努力和专心；强调教师在教育

和教学中的核心地位。②永恒主义教育强调人的永恒本质和

教育的永恒性质不变；教学的目的是引出人类天性中共同的

要素；古典学科应在学校课程中占有中心地位；提倡通过教

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③新托马斯主义教育主张教育应

以宗教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基督教徒和有用的



公了；实施宗教教育是学校课程的核心；教育应从属于教会

。 ⑶影响：①要素主义教育对美联社斩学校教育产生过重要

的影响，要素主义教育家提出的教育理论和策略曾受到美国

政府的重视，其中一些被采纳为国家的教育政策②要素主义

教育在西欧和苏联也有一定的影响③永恒主义教育的影响主

要局限于大学和上层知识界中的少数人④新托马斯主义教育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欧美国家的一些天主教的学校里。 338、国

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⑴形成与发展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在19世纪的

德国得到较快的发展。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国家主义教育思

想的主要特征是以追求新的“理性王国”为出发点，强调由

国家办世俗教育、培养公民和推行义务教育。19世纪德国国

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教育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

重要手段，国家应对全体国民进行全民教育和全面教育，培

养民族精神。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拉夏

洛泰和德国的费希特等。 ⑵教育基本主张：①法国唯物主义

者（爱尔维修、狄德罗等）反对教会的教育管理权；主张由

国家创办世俗教育，并把教育交给新的国家政府管理；国家

应当推行强迫义务教育。②拉夏洛泰在《论国民教育》中主

张，每个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由国家来办理；教

育应当首先考虑的是国家。③费希特主张，只有通过教育才

能培养国民的素质；国家的振兴应通过教育来实现；教育应

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操，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的利益；国

民教育应通过全民教育和全面教育来实现。 ⑶影响：①法国

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教育改革方案，

以及拿破仑的中央教育集权体制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②费希特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统一德国的民族精神，对当时

的德国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39、欧洲新

教育思潮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基本主张及影响。 ⑴形成和发

展：①欧洲新教育思潮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欧洲“新

教育运动”而出现的教育思潮。②最初由英国教育家雷迪创

办村寄宿学校开始，引起了各国的响应，许多教育家进行实

验并提出了重要的思想。③1899年，成立了“国际新学校局

”。④1921年，成立了“新教育联谊会”，出版自己的杂志

。⑤1922年，提出了“七项原则”，总结了新教育的基本主

张，形成了较为广泛的欧洲新教育思潮。⑥主要代表人物有

爱伦凯、德可乐利、蒙台梭利、凯兴斯坦纳等。 ⑵教育基本

主张：①爱伦凯在《儿童的世纪》中提出，“20世纪将成为

儿童的世纪”。强调教育者要了解儿童，保护儿童，建立以

儿童为中心的学校。②德可乐利主张学校要加强与生活的联

系，为儿童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有刺激的环境；他根据儿童的

发展特点和教育的要求，创立了“德可乐利教学法”；他还

提出了以“兴趣为中心”的课程论思想。③蒙台梭利重视环

境对儿童的影响，创立了适合儿童发展的“儿童之家”；她

重视儿童心理的发展，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心理

胚胎期、吸收力、敏感期和阶段性，教育者应当关注儿童的

发展特点；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使每个儿童的潜能在一个有准

备的环境里得到自由的发展，在儿童的自由发展中要处理好

自由、纪律和工作的关系。蒙台梭利还对幼儿教育内容提出

了具体的意见。④凯兴斯坦纳主要提出了“公民教育”和“

劳作学校”理论。“公民教育”理论主要强调公民教育的主

要任务是通过个人的完善来实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为此，



他提出了“国家公民”应具有的三项品质：即关于国家的任

务的知识；具有为国家服务的能力；具有热爱国家、为国家

效力的品质。关于“劳作学校”理论，凯兴斯坦纳认为劳作

学校是为国家培养有用公民的重要机构；劳作学校的主要任

务有：对学生进行“职业陶冶”，帮助学生在团体中担任一

种工作或职务；对学生进行“性格陶冶”，帮助学生将自己

的工作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在“性格陶冶”的基础上，

把学生组成工作团体，培养其团结工作的精神。 ⑶影响：①

欧洲新教育思潮促使人们对西方教育传统进行全面反思，推

动了人们对教育现象的再认识；②许多新教育家通过创办新

型的学校，为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教育模式③

对20世纪各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40、自然主义

教育思想基本主张什么，对近代现代教育产生了哪影响？ ⑴

教育基本主张：①卢梭主张教育应遵循人的自然本性，使人

得到自由的发展；人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要以自然的教育

为基准；自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人；自然教育的基本原

则是尊重儿童的特点，给儿童以充分的自由；自然的教育要

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施教育。②裴斯泰洛齐主张，自然

的教育可以通过家庭和学校进行；自然的教育应依据自然的

法则，考虑儿童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要求在教学中启发

儿童的兴趣与自觉性，发展儿童在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

的潜在能力；要从最简单的要素开始进行教育。 ⑵影响：①

确立了一种自然教育和儿童本位的教育观②影响了几代教育

家（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第斯多惠、杜威等）的教育思想

和实践③奠定了欧美新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