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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概述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就是教育。教育学就是研

究教育活动、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教育学的发展与教育的

发展密切相关，同时需要其他有关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等的

参与。在教育尚处于萌芽和经验阶段，作为总结教育经验、

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教育学是不可能出现的，教育学还没有

成为独立学科。古代的教育思想常常是同哲学、政治、伦理

、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的，如中国古代的《论语》和西方

古代的《理想国》等，虽然这些著作包含不少有关教育的论

述，但都不能称为教育专著。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著，应算

中国的《学记》（一般认为成书于先秦）；西方最早的教育

专著当推古罗马昆体良（约3595）的《雄辩术原理》，但它

们尚不具备比较完整的教育学体系。英国学者培根

（15611626）于1623年发表了《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一文，

在对科学的分类中，首次把教育学列为一门独立学科。这时

已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科学分类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孔子（前551前479）我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

派创始人。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相传培

养弟子达3000人，身通六艺者72人。他还整理、编订了《诗

》《书》《礼》《易》《春秋》等文化典籍，并以其为教材

教育弟子。其言论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

而成《论语》一书（其中也记载了孔子部分弟子的言行），

为儒家经典之一，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该书对孔子



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耻下问、身

体力行、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的教学方法，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的教学态度等，都有重要体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和科学的进步，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一批教育专著相继问世。就其大者而言，捷克教育家夸美纽

斯（15921670）在1632年写成的《大教学论》被认为是最早的

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德国哲学家康德

（17241804）于1776年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讲授教育学，使教

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里开设。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

（17761841）又把伦理学和心理学引入教育学，于1806年发表

了著名的《普通教育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

的教育学著作。他在伦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教育目的论，在心

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教育方法论，形成了“传统教育”思想和

教学模式。这个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在教师的主导下系统

地传授知识，即是以教师、书本和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

的教学模式，对近代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有着比较深

远的影响。夸美纽斯（15921670）捷克教育家。年轻时被选

为捷克兄弟会牧师，并主持兄弟会学校。在捷克人民反抗德

意志天主教会统治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的

第十年，他被迫流亡国外，继续从事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

他尖锐抨击中世纪学校教育，主张“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

”。他首创了班级授课制，提出统一学校制度，普及初等教

育，扩大学科门类和内容，强调从事物本身获取知识。他从

教育要“遵循自然”的前提出发，论证了教学的直观性、系

统性、自觉性和巩固性等原则，还编写了各种教科书。主要

著作除《大教学论》外，还有《母育学校》《世界图解》《



语言和科学入门》《泛智学校》等。19世纪末，“新教育运

动”出现，对“传统教育”脱离实际和忽视儿童等缺点给予

抨击。以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

育流派，发表了《学校与社会》等著作，强调“教育即生活

”“社会即学校”“从做中学”等教育和教学原则，提出了

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教学”，形成了“现代教育”思想和

教学模式。“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是世界近代

教育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教育思想流派和教学模式的论争

，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的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9世

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为教育学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理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20世纪以来

，苏联和我国的教育学家根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包括教育原理）对现代教育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出现了杨

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

（1939年第一版，1947年修订，1948年再版，1956年第三版）

、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1945）等很有影响

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学学科

建设的指导思想。综上所述，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源

”与“流”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源”在教育实践。

教育实践不仅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而且是检验教育理论正确

与否的标准。但当某一教育理论形成以后，就成为影响以后

教育思想发展的“流”，成为现成的思想体系，反过来指导

教育实践的发展。任何教育实践总是要在一定的教育理论的

指导下来进行的；经过实践，最后对原有的教育理论作补充

、修改或者突破，以至否定原有的教育理论，而提出新的思



想体系。教育学就是在这样的实践和理论相互作用、不断反

复而螺旋式上升和发展着。也可以说，教育学是在教育实践

和教育理论的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教育学发展

到今天，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小学教育学就是这个

庞大的学科群的一个分支。二、我国当代教育学发展的趋势

和任务我国当代教育学发展的总趋势是多样化。从教育学学

科的层次来看，有各级各类的教育学，从学前教育学到高等

教育学，从普通教育学到职业教育学，门类相当齐全。从边

缘或交叉学科的性质来看，有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

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美学，以及教育技术学、教育统计

学、教育卫生学、教育生态学，等等。从教育学自身理论体

系来看，有教育原理、教学论、课程论、德育原理、教育管

理学，等等。教育学上述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当代社会和

科技发展向教育提出的要求，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对教

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所起的巨大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对人的发展研究的深入，以及教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

发展日益密切。我国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之后，从日

本引进西方“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当时的译著和自

著，基本上都属于“传统教育”的范畴。从20世纪20年代前

后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加强。经过留美学生的宣传和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等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

国大为传播，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很大。但在教育实践中还是

“传统教育”的教学模式在广泛地应用。新中国成立后，这

套教学模式在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的基础上又得到了某些强化

和发展。因此，改革“传统教育”的思想和模式，实事求是

地肯定其积极因素，批判其消极因素，就是我国当代教育学



学科发展和教育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广大教育学工作者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对教育本质、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等

教育基本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和讨论；教育专著和论文大量

出版和发表，仅以教育学为名的著作和教材，就编写出几百

种之多，教育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教育教学实验方兴未艾，

如重视学生智力和能力发展的实验，集中识字实验，主体教

育实验，自学辅导实验等；课外校外活动积极开展，学校的

整体改革大力推进；农村教育改革更呈现出燎原之势。所有

这些，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教育学学

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当代教育学的发展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大好形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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