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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6/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67_246321.htm 试述教育学产生与发展

的各个阶段及各阶段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 第一，教育学

的萌芽阶段。自奴隶社会初期开始，在中国经历了三四千年

。代表性著作包括《论语》、《学记》，其中《学记》不仅

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教育论著。西方古代教育思想

的代表著作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昆体良的《雄辩术原

理》，其中《雄辩术原理》被称为第一本研究教学法的著作

。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教育要适应儿童年龄阶段的思想。 第

二，教育学的独立阶段。自17世纪开始，1623年英国哲学家

培根首次将教育学划分为一门独立学科。这一时期的代表人

物及作品主要有：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该

书一般被认为是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德国教育家赫

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该书被西方学者视为“科学教育

学”形成的标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民主主义与

教育》等。 第三，教育学的科学化阶段。自19世纪开始，马

克思主义的诞生使教育学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

础上。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作品主要有苏联教育家加里宁

的《论共产主义教育》、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凯洛夫的

《教育学》，我国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杨贤江等，其中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

的教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教育家布鲁纳发表

了《教育过程》、苏联教育家赞科夫发表了《教学与发展》

。此外，著名教育家还有根合因、朗格朗、苏霍姆林斯基、



布鲁姆等。 试比较赫尔巴特和杜威的教育思想。 第一，赫尔

巴特是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传统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

其代表著作是《普通教育学》。他试图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建

立教育目的论，在心理学基础上建立教育方法论，提出教学

的教育性原则、教学过程的四阶段论等思想，主张教育教学

活动中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论。其教育

思想在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杜威是19世纪末20世

纪初美国著名教育家，现代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代表著

作是《民主主义与教育》。他反对传统的教育三中心，主张

以“学生中心”代替“教师中心”，以“做中学”代替“教

材中心”，以“学校即社会”代替“课堂中心”，以活动课

程代替分科教学。他强调儿童学习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教育

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从做中学”的口号。其教育思想对于20世纪教育科学的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试论二战以来世界上出现的著名教育家

及其主要教育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教育改革浪潮不断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科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众多著名的教育家，他们从

不同的角度对教育科学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美国教

育家布鲁纳，倡导“学科结构论”和发现教学法，注重培养

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科学兴趣和创造能力，其代表作品是

《教育过程》。第二，苏联教育家赞科夫，倡导“发展教学

论”，强调学生的“一般发展”和以最好的教学效果来达到

学生最理想的发展水平，提出一系列新的教学原则，其代表

作品是《教学与发展》。第三，德国教育家根舍因，侣导“

范例教学”理论，提出改革教学内容，加强教材的基本性、



基础性和范例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工作

的能力。第四，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全面发展的

教育理论，认为“全面”与“和谐”是儿童个性发展不可缺

少的两个方面。第五，美国教育家布鲁姆，提出教育目标分

类学说。认为教育目标可以分为认知、情感、运动三大领域

。 试论教育学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教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是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西方资产阶级教

育学输入以后开始的。其发展历程大体可概括为：先学日本

，后袭美欧，解放后学苏联，文革后逐渐走上教育学中国化

的道路。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翻译介绍日本的教

育学。其中流行面广、影响面大的是日本立花铣三郎讲述、

王国维译的《教育学》。 第二，19201949年，西方教育学说

在中国广泛传播，学习对象由日本转向美国。除杜咸、克伯

屈、桑代克等人的作品外，其他西方的著名教育论著，如夸

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

弥儿》等也被引入我国。同时，我国学者自编的教育专著也

日益增多。 第三，1949～文革前，全面转向苏联，在此期间

影响最大的教育著作是凯洛夫的《教育学》。苏联的教育理

论和实际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但也

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 第四，1977～现在，教育学建设沿着

继承传统、改革创新的道路不断地发展、完善。 如何理解教

育原理的理论功能。 教育原理的理论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 第一，教育原理可以解释教育实践。教育理论是人类从

事各种各样教育实践的理性陈述，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解

释和说明主要体现在它可以回答或者说它应该能够回答教育

实践的三个基本的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教育



理论主要不是让人们认识教育现象，而是借助其理论挖掘功

能，帮助人们透过现象认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或辨明某种

教育行为是否符合教育规律。 第二，教育原理可以指导教育

实践。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教育

决策领域，在教育理论指导下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在学

校教育过程中，教育理论可以帮助教师提高教育和教学的质

量与效果；在学校教育管理领域，教育理论可以指导提高管

理的科学化和效率化水平。 第三，教育原理可以推动教育改

革。教育理论能使人们用“理性尺度”来评价现实，从而认

清现实教育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通过教育理论的学习可以

对未来教育进行预测、设计和规划，从而指导教育改革的方

向；可以靠教育理论创造的舆论力量来激励教育工作者积极

投身于教育改革。 如何理解学习和研究教育理论的方法论。 

学习和研究教育原理的方法论主要有三层含义： 第一，要以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毛泽东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世界

观和方法论，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我们科

学地说明和解决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 第二，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科学研究，不能割断

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要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第三

，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基础教育研究。教育理论的真

正源泉是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的生命也在于教育实践。实践

证明，只有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

出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论。 有些教师说他们没有学过教育学

，但一样办了几十年教育，教了几十年课，培养出一代又一



代的学生。还有些教师说，孔子没有学过教育学，但并不妨

碍他成为万世师表。你认为上述观点正确吗？运用所学原理

进行分析。 上述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这些教师认为没有教

育理论，一样有教育实践，他们都忽略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密初联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实践依据灼理论是空洞

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育目的实践。教育工作者应

该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这样才能避免育目摸索，

更有效率地实现教育目的。 第二，教育理论对于每一个教育

工作者的意义十分重大。从理论功能上讲，掌握教育原理有

助于解释教育实践、指导教育实践、推动教育改革；从实践

意义上讲，掌握教育原理有助于树立科学的教育现、提高教

育质量、总结经验、探索规律，还可以为学习其他相关学科

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缺少理论的指导，教育实践就难以取

得成效。 第三，孔于是个实践经验非常丰富的教师，但他不

仅拥有经验，还有丰富的教育理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等，都是孔子总结教学经验而提出来的教学理论

。这些理论反过来直接指导了教育教学实践。因此，真正重

视教育实践的人，是不应也不会轻视教育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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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