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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364.htm 一、教育学的地位 教

育学在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基础学科和

必修学科之一。对于师范生来说，掌握教育基本理论和培养

从事教育实践的能力，将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奠定基

础。因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但要学好专业，成为合格的“经

师”，而且要学会育人，加强师德修养，成为合格的“人师

”。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在这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在师范

学校中，教育学科的开设，虽然就其内容来说，往往见仁见

智，但就其地位来说，却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从开始设师范

学校一直到今天，教育学始终是师范学校的一门主要学科。

在我国近代，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开设，是与师范学校的设

立同时进行的。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1月13日，清政府颁

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就明确规定了有关教育学科开设的要求：“先讲教育史。当

讲明中国外国教育之源流，及中国教育家之绪论，外国著名

纯正教育家之传记，使识其取义立法之要略。但外国历代教

育家立说亦颇不同，如有持论偏谬易滋流弊者，万万不可涉

及。次讲教育原理。当讲明心理学之大要，及中国现在教育

之宗旨，及德育智育之要义，并讲辨学（日本名论理学）及

教授法之大要。次讲教育法令及学校管理法，当据现定之教

育法令规则，讲学校建置、编制、管理、卫生、筹集经费等

事，宜兼讲关系地方治理之大要。次则实事授业。当使该师

范生于附属小学堂练习教育幼童之法则。盖初级师范学堂，



在解说小学教育之理法不可过驰高远，以实能应用为主。其

在附属小学堂实事授业，则以次使师范学生教授幼童；而师

范各科教员及附属小学堂之堂长与教员，务须会同督率师范

生，监视其授业，品评其当否，且时自教授之，以示模范。

”在其所附的课表中，对教育学科的开设，在五年中作了具

体规定：第一年，教育史；第二年，教育原理；第三年，教

授法；第四年，教育法令，学校管理，实事授业；第五年，

同第四学年。综上所述，本章程有以下内容值得肯定。1．对

教育学科的开设，在五年中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包括教育

原理、教育史、教授法、教育管理以及实事授业（即教育实

习）等。教育学科的学习比较全面，并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原则。2．在“教育原理”一科中，包括了心理学和论

理学（即逻辑学）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对教育之宗旨及德育

、智育的学习尤为重视。3．对教育法令和学校管理的规定，

也颇为详尽，同时提出要兼讲有关地方治理之大要。4．在教

育实习的问题中，其规定也颇为详细，要求能结合实际、“

以实能应用为主”；对实习法、指导实习的教师以及实习学

校的教员和校领导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以加强实习的指导

。这一章程虽然是以日本为蓝本的，但在当时来说，有这样

的具体规定，实属难得，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参考价值。二、

教育学的作用教育学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使

师范生掌握教育基本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理论是行动的先导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无根基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

盲目的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实践是基础，理论

来源于实践；但教育经验一旦形成为教育理论，就又反转来

指导教育实践。在我们过去的教育工作中，经常出现忽左忽



右、忽轻忽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理论上的偏

颇导致了教育实践中的盲目。如对教育本质及教育功能的理

解，常常是取其一点而不顾其余，在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和

文化功能时，则忽视教育的经济功能或生产功能；在重视教

育的经济功能或生产功能时，则又忽视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

化功能；而且经常以教育的社会功能取代教育应有的人的发

展功能；或在人的发展中只注意共性，而忽视个性，如此等

等。所有这些片面性的出现，常常是与理论上的偏颇和不彻

底有关。另外，缺乏教育理论的指导就会使教育实践如盲人

骑瞎马，无所适从。无数经验教训说明，什么时候有正确的

教育理论指导，按教育规律办事，教育工作就取得成效，教

育事业就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前进；相反，什么时候没有

正确的教育理论作指导，违背了教育规律，教育工作就受到

挫折，教育事业就停步不前，甚至倒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

展就受到阻碍。因此，学习教育理论，掌握教育规律，科学

地指导教育实践，是学习教育学的首要任务。（二）使师范

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提高鉴别能力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首先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和进行教育科学

研究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

展的趋势下，我们的教育科学也应是开放的，要博采众长，

为我所用。但是博采众长，不是无批判的兼收并蓄，而是要

从我国社会和教育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有分析有批判地进行学习和引进。在当今世界教

育改革的浪潮中，教育派别林立，体系各异，各有千秋。对

待各种教育流派，我们既不能不加批判地全盘引进，也不能



死守一隅、故步自封。因此，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教育理

论，正是创造性学习的正确态度。陶行知（18911946）我国

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留学美国，师从杜威、孟

禄等。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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