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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裴斯特洛齐对近代教育学的创立做出的贡献更大一些，也

更直接一些。他一生写了许多的教育论著，其中最著名的当

数《林哈德和葛笃德》。在该书中，他把教育的目的规定为

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而为达到这个

目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要符合学生的本性

，必须从最简单的要素开始直到最复杂的事物。他明确地提

出“使人类教育心理学化”的口号，对于推动教育活动的科

学化及教育学的诞生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对于19世

纪的欧洲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4答：教

育学的创立是种种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教育

学的创立像其他许多学科的创立一样，来源于社会实践的客

观需要，就教育学而言，主要来源于教育实践发展的客观需

要。17至19世纪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一些新

型的实科学校，需要新的教师和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其次，

教育学的创立与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和一般科学方法

论的奠定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许多学科日益从哲学

母体中分化出来，采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成为独立的学科，

教育学的独立和科学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再次，教育学的

独立与一些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们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凝聚

着好几代教育家的心血，最终使教育认识从教育术的阶段上

升为教育学的阶段。 三、论述题 1 答：教育学的价值是多方

面的： （1 ）启发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教育自觉，使他们不断



地领悟教育的真谛。教育学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对广大的教育

实践工作者进行理论的教化，促使他们的内在反省，从而不

断地提高教育活动的自觉程度，深刻地理解教育活动的价值

和意义。 （2 ）获得大量的教育理论知识，扩展教育工作的

理论视野。当前作为一个教育实践工作者，面对教育问题的

复杂性和影响教育问题形成因素的多样性，单靠自己的亲身

经验和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善于从教育思想史

上和当前的经验理论研究中获取大量的信息，而要做到这样

，就非努力学习教育学不可。当今世界的变化日益深刻和迅

速，就更要从传统的经验主义习惯中走出来，认真地、努力

地学习教育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开阔自己的理论

眼界，从而提高教育教学工作的理性自觉。 （3 ）养成正确

的教育态度，培植坚定的教育信念。教育态度是教育实践工

作者对于教育工作的情感体验。教育信念因坚定性和强烈性

而成为一种最可贵的精神力量，然而，无论是教育态度还是

教育信念，都不是凭空形成的，也不是教育者狭隘感觉经验

的产物。它们与教育知识特别是教育理论知识的获取有着直

接的关系，因此，教育学的学习和研究，是形成一个正确的

教育态度，培植坚定的教育信念的一个入口和基础。 （4 ）

提高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自我反思和发展能力。所谓能够自我

反思，就是指能够不断在思想领域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合理性

和合法性进行追问。所谓能够自我发展，就是指能够不断地

超越自己已经达到的教育境界，追求某种更高的教育境界。

只有教育理论才能帮助教育实际工作者超越经验的限制，摆

脱习惯的束缚，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不断地发展自我、完善

自我和实现自我。 （5 ）为成为研究型的教师打下基础。当



前，随着教育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教师的素质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

个变化就是从传递型的教师转变为研究型的教师。 教师作为

研究者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而且，面对当今复杂的教育形

势，传统的教育经验日益捉襟见肘，教师只有成为研究者，

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改革的挑战。教育学的学习和研究恰恰

可以帮助实际工作者成长为研究者。 它不仅可以使教育实际

工作者获得一些教育的基本问题、概念和理论，而且也可以

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思考教育问题，如何表述自己的见解，如

何与不同的教育观点对话。这些都是教师们成为一个研究人

员所必须的。 2 答：教育学在19世纪末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学派别和重要的教育学著作。 （1 

）实验教育学。实验教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

国家兴起的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研究儿童发展及其与教育的

关系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梅伊曼和拉伊。实验教育学所强

调的定量研究成为20世纪教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式，近百

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科学的发

展。实验教育学的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像教育目的这

样涉及价值的判断和选择的问题就不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解

决。 （2 ）文化教育学。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的教育学

，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其代表人物

是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人。文化教育学在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目的、师生关系以及教育学性质等方面都能给人以

许多的启发。文化教育学的不足之处表现在它的思辨气息很

浓，在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上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的建议，从而限制了它在实践中的应用。 （3 ）实用主义教



育学。实用主义教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

种教育思潮，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人。实用

主义教育学也是在批判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的基础

上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即生活，教育的过

程与生活的过程是合一的，而不是为将来的某种生活做准备

的； 第二，教育即学生个体经验的继续不断的增长，除此之

外教育不应该有其他的目的；第三，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

，学生在其中要学习现实社会中所要求的基本态度、技能和

知识；第四，课程组织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

知识体系为中心；第五，师生关系中以儿童为中心，而非以

教师为中心，教师只是学生成长的帮助者，而非领导者；第

六 ，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自己的独立发现、表现和体验，尊

重学生发展的差异性。实用主义教育学是以美国实用主义文

化为基础的，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教育理念进行

了深刻的批判，推动了教育学的发展。其不足之处就是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校的特质，并因此受到20世纪美

国社会及其他社会人们的连续不断的批判。 （4 ）制度教育

学。制度教育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教育学

说，其代表人物是F 乌里等人。制度教育学侧重于对学校的

各种教育制度进行分析引起了人们对学校制度的高度重视，

使获得了对原来视为当然的学校制度进行了质疑和批判的意

识与能力，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教育

学过分地依赖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

系，所以又显得不科学，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缺乏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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