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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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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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洛克

出版了《教育漫话》，提出了完整的“绅士教育”的理论。

法国思想家卢梭出版了《爱弥儿》，深刻地表达了资产阶级

的教育思想。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康德论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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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提出“使人类教育心理学化

”的主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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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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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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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世纪教育学的发展趋势：教育学问

题领域的扩大；教育学研究学科基础的扩展；教育学研究模

式的多样化；教育学的进一步分化与综合；教育学与教育改

革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学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

3、教育的基本属性：社会性、生产性、阶级性、历史性和民

族性、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4、教育与经济基础：(1)、经济

基础是制约教育的中介因素和力量：经济基础制约教育的社

会性质和受教育机会的分配；经济基础部分地制约着教育目

的和教育内容。(2)、教育对经济基础具有复制---强化或削



弱---消解作用：通常情况下，教育起着复制、强化和延续社

会关系的作用，它所培养出来的人通常会通过为社会服务去

巩固相应的经济基础；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教育机构，同时也

是反映一定社会关系的政治的、思想意识的和社会文化的传

播与宣传机构；在社会的变革时期，教育通过传播先进思想

和进步理论，从而具有促进社会加速变革的作用。 5、教育

与政治制度：(1)教育为社会政治制度所制约和决定：政治制

度制约和决定着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政治制度决定着教育

的领导权和受教育权。(2)教育对政治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教育通过培养具有一定政治态度、思想意识的人，在维

护和巩固一定的政治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学生的精神风貌

和政治素质，影响着社会风俗、道德风尚和思想潮流。(3)教

育对政治经济制度不起决定作用。 6、教育现代化的一般特

征：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的有机结合；教育开始逐步构建为一个多样的、开放的大系

统；在教学上表现出革命性、创造性、灵活性和个性化的特

征。 教育现代化的内在特征表现为教育民主化和教育主体性

。教育的民主化含义：受教育机会的均等；教育民主化的先

决条件是社会的民主化，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的民主化。教育

的主体性含义：尊重学生个体的主体性，让学生主动地、自

由地发展；尊重教育的自主权，尊重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7

、教育制度：国家各种教育机构系统的总称。包括教育结构

的施教机构系统和管理机构系统两个方面。学制：在现代教

育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最先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是学校教育系

统，最初的教育制度就是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随着现

代教育的发展，学制已经不只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而是



各种施教机构系统的总称。 8、学校起源的条件：人类的文

化发展到不通过学校，青少年无法完全掌握这些文化的阶段

；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水平使一部分人从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

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工作；文字的出现为传递和

学习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提供载体。 9、学校的法律特征：

即教育的公共性原则：教育是非营利性事业，学校是非营利

性机构；学校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还涉及到教学语言文字

和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 10、学生的特点：学生有血有肉

，是活生生的、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人(并非消极被动接受

教育)；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最需要教育

，也最容易接受教育)；学生是完整的人(其一，学生既具有

自然的属性更具有社会的属性；其二，学生的身体和精神、

生理和心理及每一方面所包含的各个因素都要求得到全面的

发展)；学生是独特的个体(每个人生来就是独一无二的，不

可替代的；独特性是人类文化多姿多彩的重要源泉，是人类

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源泉)；学生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人(

以学习为主，是学生质的规定性；学生的学习过程是掌握间

接经验的过程；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具有一

定程度的被动性；学生的学习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

进行的，它是由一定教育制度以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规

定的)。 11、当代课程设计发展的趋势：课程结构日趋合理；

课程内容日趋综合化；课程形式日趋多样化。 12、课程内容

的选择(即课程制定)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传统与现实相结

合的原则；衔接原则；知识与能力相结合的原则；科学性与

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相关原则。 13、课程评价包括对课程

设计、编制和实施所做的各种形式的评定。 14、教学过程的



特点：教学是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学是学生以

掌握间接知识为主的过程；教学是学生获得全面发展的过程

。 15、教育学的研究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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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教育的生

产性表现：教育是劳动生产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教育是提

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教育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17、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

这种作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因为教育的影响只是青少年

身心发展的外因。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内因或内部矛盾，是指

社会或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与他们原有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

。 18、教学评价的原则：客观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全面性

原则、指导性原则、计划性原则、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

合的原则、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单项评价与

综合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19、确定德育内容的依据主要有：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提出的政治、思想、法律和道

德要求；社会的道德文化传统；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道德

问题；青少年的道德需求及其品德心理发展的规律；德育目

标；各级各类德育工作实施的具体条件。 20、教育学研究的

方法论问题：涉及到教育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历

史、一元与多元问题。理性主义教育学重视逻辑性，忽视历

史性；实证主义教育学重视事实性，排斥价值性；文化教育

学重视价值性与历史性，忽视事实性；实用主义教育学着眼

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回避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它坚持事实与价值、

逻辑与历史、一元与多元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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