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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总体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及组合方式。即教育纵向系

统的级与级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衔接及教育横向系统的类

与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它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方面

性，主要包括：教育层次结构、教育类型结构、办学形式结

构和教育管理体制结构。就各级教育内部而言，又有各自的

教育类型结构、教育层次结构和专业设置结构。合理的教育

结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有重要作用。调

整教育结构是提高教育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2．形式教育

与实质教育：形式教育论起源于古希腊，纵贯整个中世纪，

形成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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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在

于发展学生的各种官能或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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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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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与生活

相关的广泛知识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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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质课程最有价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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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教育



：指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家主义派的教育主张。

代表人物为曾倚、李璜等。主张教育是国家主权之一，是国

家的事业。通过教育可以培养人的自尊。发展国华、陶铸国

期、拥护国权。组织国家教育协会，出版了《醒狮》周刊、

《国家与教育》等书。最早明确提出“国家主义教育”名词

者可能是1906年《新民丛报》上的一篇翻译文章。主张以国

家主义为教育的根本宗旨，这是国家主义派的共识。国家主

义教育学派的著名教育思想家、著名教授余家菊从1922年起

，开始研究国家主义教育，并撰写文章宣传国家主义教育

。1923年10月，同李璜合著的论文集《国家主义的教育》一

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925年又撰写成《国家主义教育学》

一书，对国家主义教育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余家菊认为，

所谓国家主义教育“即以国家主义为依归之教育”，其涵义

是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发展国华以发扬国光；陶铸国

魂以确定国基；拥护国权以维护国脉。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

中也含有一些合理因素。当前的教育改革正在逐步突破国家

主义教育的限制，推动教育多元化发展。 4．人本主义心理

学：指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个心理学主要流派

，以马斯洛、罗杰斯等人为代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认为

，人类行为的心理驱力是人的需要，他将其分为两大类、七

个层次，好像一座金字塔，由下而上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

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需要、审美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人在满足高一层次的需要之前，至少必须

先部分满足低一层次的需要。第一类需要属于缺失需要，可

引起匾乏性动机，为人与动物所共有，一旦得到满足，紧张

消除，兴奋降低，便失去动机。第二类需要属于生长需要，



可产生成长性动机，为人类所特有，是一种超越了生存满足

之后，发自内心的渴求发展和实现自身潜能的需要。人本主

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成长源于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

实现的需要是人格形成发展、扩充成熟的驱力。 5．科学主

义思潮：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

自然科学看作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

看法称为“科学主义”加以贬斥。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

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

识论的基础主义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罗蒂的著作《哲学和

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

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人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

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科学是惟一的知识

、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

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惟一理由不过是，我们在一切

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

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

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在于它以

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

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

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

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

到解答之时。 6．实验教育学：是一种以教育实验为标志的

教育思潮，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生理学家米勒（Johannes

Miller）的倡导下，生理学逐渐成为一门倾向于实验的独立科

学，同时也为心理学准备了它作为一门科学所必须的自然科

学知识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实验



生理学的影响下，作为其标志的德国心理学家冯特1897年在

莱比锡大学创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至此，实验

心理学得以诞生和发展。冯特利用这个实验室培养了一大批

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验教育家的早期教育实验很难和

心理实验分开。无论在思想和方法上，实验心理学都为实验

教育思想提供了可以直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1901年，德国

教育家梅伊曼首先将实验教育思想称为“实验教育学”

，1907年，德国教育家拉伊又出版了《实验教育学》一书，

系统阐释了实验教育思想。随后众多的教育学家加以发展。

实验教育学家认为，应该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采用心

理学实验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问题。 7．教育学：指一

门以教育现象、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教育规律的科学

。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教育是培养人

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人们

为了有效地进行教育工作，需要对它进行研究，总结教育经

验，认识教育规律。教育学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

的研究，去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所谓规律，它是不以

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及其发展变

化的必然趋势。教育规律就是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教育与

其他事物之间的具有本质性的联系，以及教育发展变化的必

然趋势。 8．永恒主义教育：指一个传统的教育流派，也称

新古典主义教育。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流行于50

年代的英、法等国，之后逐渐衰落。最主要的代表有美国教

育家赫钦斯、法国的阿兰和英国的利文斯通。永恒主义作为

一种教育哲学，坚持主张过去的东西是卓越的，为宇宙、人

性、知识和真善美的不变的本质辩解，认为凡是值得向往的



东西都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主义者强调，理性是人性的基础

。社会秩序的稳定，依赖于以永恒的真善美原则为基础的理

性文化。漠视这些理性文化，社会就会因精神支柱的坍塌而

立足不稳。他们甚至把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所

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道德问题和文化问题。永恒主义在

极力推崇“永恒价值”的基调上，确立了“复古式”课程标

准。他们还认为，好的教育在于使人逐渐认识真理而变得富

有人性。 9．教育规律：指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教育与其

他事物之间的具有本质性的联系，以及教育发展变化的必然

趋势。比如，在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教育都有所不同，

但各个阶段的教育都受当时的生产力和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社

会的文化生活所制约，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从微观

上说，教与学，传授知识与发展智力，智育与德育，小学、

中学、大学各个教育阶段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本质性的联

系，即存在着规律。教育学的任务就是依照这些教育的逻辑

层次，去揭示教育各种规律，并在揭示教育规律的基础上，

阐明教育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组织形式等问题，为教育工作

者提供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依据。 10．《民本主义与教育》：

指杜威的代表作，代表了他的教育思想。他试图把“民主”

和“科学试验”、“进化论”、“工业的改组”等因素联系

起来，探讨他们在教育上的意义。书中批判性地谈论了西方

以前的教育思想，同时吸取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生物学、

心理学上的成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

。全书共分26章，前7章首先讨论了教育与生活的社会机能，

批判了当时社会学校教育的弊病，提出了他的一个重要观念

：“教育即生活”。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教育为民主社会创



造条件的思想。关于教育上的民主，杜威认为，“首先是一

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是“个

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应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

力，必须把生长作为一切成员的理想标准。第8－23章根据上

述观点，对教育的目的、兴趣与训练、经验与思维、教学法

与教材和课程、教育的价值、教育与职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特别强调教育目的（结果）与过程的一致性，认为教育的

目的在过程之中，而不是在过程之外。活动的自身便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这样的活动才是真实的、生动的、变幻无穷的

、有意义的。反之是盲目的、机械的、有害的。最后3章是将

其论述归结到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根据认识和有目的地

改造环境的活动之间的连续性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应使学生

中知识的获得和在共同的生活环境所进行的活动和作业联系

起来，这构成了实用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 11．教育理

论：教育理论是通过一系列教育概念、教育判断或命题，借

助一定的推理形式构成的关于教育问题的系统性的陈述。教

育理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的规定性：第一，教育理论是由教

育概念、教育命题和一定的推理方式构成的。因为任何理论

必定是通过概念、判断或命题等基本的思维形式来构成的，

如果没有教育概念、教育命题，仅仅是对教育现象的系统描

述，即使是系统的，那也不是教育理论，而只是教育现象陈

述。第二，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现象或教育事实的抽象概括。

理论在本质上超越于具体的事实和经验，尽管它在形式上是

一种陈述体系，但它在内容上是以浓缩的形式来阐述教育事

实和经验的，不是对教育事实和现象的直接复制，而是间接

的抽象反映。第三，教育理论具有系统性。单个的教育概念



或教育命题，不借助于一定的逻辑形式，不构成一定的系统

性，也不能构成教育理论，即使它是对教育现象和事实的概

括反映，那也许只是一种零散的教育观念或教育思想。 12．

《普通教育学》：指赫尔巴特的1806年的一本著作。这本书

的发表标志着教育科学体系的初步建立。赫尔巴特首次提出

了教育学应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观点，从而使教育学建立在科

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他根据儿童心理活动规律，将课堂教学

划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即著名的“形式

阶段理论”，从而为近代教学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理

论后来被他的学生发展成“‘五段教学法”。他提出了多方

面兴趣学说，认为人具有多方面的兴趣，教学的直接目的是

培养多方面的兴趣。与此相联系，他设计了一套内容广泛的

课程体系。他首次提出“教育性教学”的概念，认为没有无

教学的教育，也没有无教育的教学，从而阐明了教育与教学

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他还就德育、学校管理、各年龄阶

段的教育。课程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3．教育改革：指运

用现代的教育理念对教育体制进行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教育改革的重心应当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当前素质教

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学校的教育立场基本不变

，教育评价单一、落后，管理手段行政化，人才水准不高，

教育效率低下，人才出不来，庸才流不出的现象普遍存在，

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尚未优化，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当初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病。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从根本上

说是教育的制度性改革力度不大，主导制度框架尚未受到政

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冲击。中国基础教育质

量存在着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已经构成了中国教育评价的盲



目性，而这种盲目性又恰恰遮盖了教育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弊

端，使教育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政府有责任在教育改

革中引领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民众检查并扫除一切教育发展的

制度性障碍。政府需要从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上提供条件，

为教育改革创造良好的空间。 14．教育平等：指教育民主化

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们不受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信

仰、性别、地域等的限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在事实上具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平等的涵义包含四

个重点：第一，人即目的，人受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个体自由

和谐地发展，只有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发展

，才符合教育平等的原则；第二，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是

相对于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来说的。第三，教育机会均

等原则。良好的教育制度是每个人有均等的人学机会，在教

育过程中有均等的对待和成功的机会。第四，差别性对待的

原则。由于教育的效果会因受教育者个人的天赋、机会与机

遇而不同，机会均等不可能机械地实现，因此，教育平等的

实现必然对每一个个体以不同的教育待遇。 15．教育的生物

学起源论：指西方近代关于教育起源论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

观点。生物起源论者认为，人类教育发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

物的生存本能活动。主张生物起源的代表人物有利托尔诺、

沛西能等。利托尔诺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把动物界生存竞

争和天性本能看成是教育的基础。按照他的看法，动物是基

于生存与繁衍的天性本能而产生了把“经验”、“技巧”传

给小动物的行为，这种行为便是教育的最初形式与发端。教

育的生物起源论者把教育的起源归之于动物的本能行为，归

之于天生的、像动物本能那样原本具有的生物行为，教育过



程即按生物学规律进行的本能过程，这就完全否认了人与动

物的区别，否认了教育的社会性。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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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