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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5_AD_A6_E7_c69_231003.htm 1、教育学独立的条件

、标志、独立时期的标志性著作： ①历史上前教育学时期教

育知识的丰富积淀；②17～19世纪教育实践，特别是师范教

育发展的客观需要；③近代以来科学分门别类发展的总趋势

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奠定；④近代一些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们

的不懈努力。 ①研究对象方面，教育问题成为一个专门的研

究领域；②使用的概念和范畴方面，形成了专门反映教育本

质和规律的教育概念、范畴以及概念和范畴的体系；③研究

方法方面，有一“科学的”研究方法；④研究结果方面，出

现了一些专门的、系统的教育学著作；⑤组织机构方面，出

现了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⑥这些标志的出现前后经历了约

两百多年的时间。因此，教育学的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

非在一个瞬间完成的。 ①英国学者培根在《论科学的价值和

发展》（1623）一文中，首次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

科学提出。②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出版了近代第一本系统

的教育学著作《大教学论》（1632）。③英国哲学家洛克出

版了《教育漫话》（1693），提出了完整的“绅士教育”理

论。④法国思想家卢梭出版了《爱弥尔》（1762），深刻地

表达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⑤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康德论教

育》（1803）一书中明确提出，“教育的方法必须成为一种

科学”和“教育实验”的主张。⑥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写

作《林哈德和葛笃德》（1781～1787），提出“使人类教育

心理学化”的主张。⑦德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赫尔巴特被



认为是“现代教育学之父”或“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他

的《普通教育学》（1806）被公认为第一本现代教育学著作

。 2、结合实际，谈谈你对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思潮的认识

。 形式教育论起源于古希腊，纵贯整个中世纪，形成于是17

世纪，盛行于18～19世纪，衰落于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

是洛克和裴斯泰洛齐。主要观点是：①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

学生的各种官能或能力；②形式学科（如希腊文、拉丁文、

数学、逻辑学等）或古典人文课程最有发展价值；③教学原

则、方法以学生心理官能的内在发展秩序为依据。实质教育

论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中世纪受压制，形成于18世纪

，兴盛于19世纪，20世纪初衰落，主要代表人物是赫尔巴特

和斯宾塞。主要观点是：①教育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与生活

相关的广泛知识内容；②与人类的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质

学科（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法律）或实科课程最有

价值；③教学原则与方法应适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是愉快

的和有效的。形式教育论和实质教育论各有自己的哲学、心

理学及社会基础，因而各有合理与偏颇之处。 3、试分析自

然主义教育思潮的积极意义和理论缺陷。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兴盛于18

世纪，延续至19世纪，对20世纪的人类教育思想也有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特克、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等。

基本观点是：①反对中世纪宗教教育或封建教育对儿童个性

的压抑，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本性；②教育的目的在

于培养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需要的身心和谐发

展的人；③学校应使儿童愉快地生活和学习；④根据儿童不

同年龄阶段身心特征进行教育；⑤教育原则和方法应“模仿



自然”，反对体罚，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原则和方法体系等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提出了近代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促进

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科学化，突出了儿童在教育生活中的价值

，其不足是把抽象人性作为儿童的自然本性，忽视社会文化

因素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以及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

用，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4、实用主义教育学观点述评

。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代表人物

是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人，代表性著作有杜威的《我的教

育信条》（1897）、《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克伯屈的

《设计教学法》（1918）等。其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即

生活；第二，教育即学生个体经验的继续不断的增长；第三

，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第四，课程组织以学生的经验为

中心；第五，师生关系中以儿童为中心；第六，教学过程中

重视学生自己的独立发现、表现和体验。实用主义教育学以

美国实用主义文化为基础，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教育学表

达，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推动了教育学的发展。不足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系

统知识的学习，忽视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

了学校的特质。其影响在50年代以后逐渐减弱，但在强调知

识创新及学生探究、创造素质培养的20世纪末，实用主义教

育思想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5、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 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人认为是

“教育现象”，有人认为是“教育事实”，有人认为是“教

育规律”，有人认为是上述三者中的两项或三项，还有人笼

统地认为是“教育”或“人”。这些观点大多模糊不清，似

是而非。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以“教育事实”为基础，在



教育价值观引导下形成的“教育问题”，其目的在于探索和

揭示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联系，以服务于教育实践。教育问题

的提出标志着教育学的萌芽；教育问题的发展是推动教育学

发展的内在动力；教育问题的转换表明教育学研究传统和范

式的变革；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思想

或教育观念及其派别。教育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防止

“虚假问题”的出现，不断地深化问题。 6、21世纪教育学的

发展趋势： ①教育学问题领域的扩大；②教育学研究学科基

础的扩展；③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④教育学的进一步

分化与综合；⑤教育学与教育改革的关系日益密切；⑥教育

学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 7、国家主义教育思想：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伴随着近代欧美民

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在19世纪达到高潮。其代表人物为法

国的孔多塞、爱尔维修，德国的费希特，美国的杰斐逊等人

。其基本观点为：教育权归属于民族国家而不是教会，国家

应当承担起教育民众的责任，进行教育立法；教育是造成民

族国家的利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国民，如培养法国

人、英国人、德国人或美国人等；由国家建立国民教育制度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对近代欧美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普及

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足之处是使教育过分地依

赖于某一时期的国家政权，成为一些反动政权，如纳粹政权

手中的工具。自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一起，从内在和

外在两个方面推动了西方各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确立了现

代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 8、20世纪教育学的主要流派： 20

世纪是教育学活跃和发展的世纪，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彼此

之间相互批评、相互借鉴、推陈出新。⑴实验教育学⑵文化



教育学⑶实用主义教育学⑷制度教育学⑸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⑹批判教育学 9、教育的基本问题： ⑴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

题⑵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教育学

研究方法论中坚持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历史、一元与多元的

具体的、历史的、辨证的统一。⑶教育学的科学性问题：康

德与赫尔巴特最早明确提出教育学的科学性问题，倡导理性

主义的教育科学观，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认为，教育学只有

自觉地以马克思义为指导，在教育研究中切实做到历史与逻

辑、事实与价值、一元与多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真

正把教育学变成教育科学。⑷教育学的本土化问题：在教育

学史上，赫尔巴特第一个提出建立“普遍妥当教育学”的理

想。狄尔泰对他的这个理想进行了理论批判，提出了教育目

的的“历史性”问题。乌申斯基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说明了教

育和教育理论的“民族性”。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则提

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问题，致力于教育学的本

土化，以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的要求。⑸教育学的实践性问题：该问题就是教育学的学术

性与实践性关系问题。 10、 教育科学研究群体的类型与优化

组合原则 ⑴科研群体的类型：①以专业为基础的学科科研课

题组结构模式：多以高等院校、独立教育研究机构或教育行

政部门为核心组织力量，既有同单位内相同专业或不同专业

的协作研究，也有校际、国际间跨学科的研究力量的组合。

②以教育实际问题为中心，基层教育组织建立的三级教育科

学研究课题组结构模式。三级，指市、区教育机构和中小学

校教研室。③以教育实验研究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

育实践工作者相结合的科研课题结构模式：一般由三部发人



组成，即高校或独立研究机构的专家、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一线教师。⑵科研群体优化组合的基本原则：①增强科研群

体的凝聚力。群体内每个成员都应自觉服从于共同的目标，

形成浓厚的团结协作气氛，树立集体主义精神。②科研群体

要有合理的层次结构。包括专业结构、智能结构、年龄结构

。③科研课题管理制度化、规范化。要制定科研工作条例，

作为科研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活动依据；加强对课题研究过程

的管理；建立科学研究情报网络和信息库，加强教育信息的

收集、整理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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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