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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各个教育学派的形成、发展、分化为主线，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
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概括；注意文化和教育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还中国教育发展多元性的历史面
貌；以历史主义态度对教育学派、教育录、教育制度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
采取了详它书之所略、略它书之所详的原则，给学生自学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该书被广泛用作师范院校的大学本科和专科的教材，同时用作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一些研究生课程
班，也采用了本教材，其中的某些内容还引起过热烈的讨论。
此次修订，除了对局部内容有所修改外，增设了核心词和每章提要，每章节中的重要知识点均采用黑
体字标示，更便于学生和自学。同时还设计了若干思考题，这些题目注重涵盖基础知识相互联系，又
引导知识的拓展和延伸，扩大思维的空间，有助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沟通，也有利于不同层次学生
的选择，促使其进一步学习和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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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心学教育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一、心学教育思潮的产生
二、心学教育思潮的发展
第二节 心学教育的基本特征
一、心、理合
二、知、行合
三、本体之乐
第三节 心学教育的方法
一、悟通
二、循真
三、磨炼
第十三章 清朝的实学教育思潮
第一节 实学教育思潮的产生与演变
一、 实学教育思潮的产生
二、实学教育思潮的演变
第二节 实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一、经世之学
二、考据之学
三、科技与文艺
第三节 实学教育的方法
一、践行
二、征实
第十四章 宋至清中叶官学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 宋代的教育制度
一、中央官学
二、地方官学
第二节 元代的教育制度
一、中央官学
二、地方官学
第三节 明代的教育制度
一、中央官学
二、地方官学

Page 6



《中国教育简史》

第四节 清代的教育制度
一、中央官学
二、地方官学
三、蒙学和幕学
第十五章 书院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书院
一、书院的产生
二、宋朝的书院
三、元朝的书院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书院
一、明朝的书院
二、清朝的书院
第三节 书院的教学与组织
一、书院的教学
二、书院的组织
第四编 中国近代教育
第十六章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前奏
第一节 封建社会末期教育状况
一、清代后期教育的腐败
二、清代学者的革新主张
第二节 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再兴
一、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复兴
二、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发展
第三节 太平天国教育的作用
一、太平天国的教育活动与主张
二、《资政新篇》的教育理想
第十七章 外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与教会教育
第一节 传教士活动与早期教会学校
一、传教士活动的历史背景
二、传教士的初期活动
第二节 教会教育的发展及其作用
一、教会教育的发展
二、教会学校的教育课程
三、教会教育作用的两重性
第十八章 洋务教育思潮与传统教育的改革
第一节 洋务教育思潮的概述
一、务采西学
二、改革科举
三、建立新学
四、中体西用
第二节 传统教育的改革
一、新型学校
二、留学教育
第十九章 改良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的深化
第一节 改良教育思潮的特征
一、教育为本
二、西政与西体
三、改革旧教育
第二节 传统教育改革的深化

Page 7



《中国教育简史》

一、维新运动中改良派的教育活动
二、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三、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第二十章 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意义
第一节 辛亥革命与传统教育的变革
一、革命教育主张
二、革命教育活动
三、对清末教育的改造与变革
第二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教育
一、复古教育的逆流
二、新教育的展开
三、新文化的启蒙
第二十一章 教育运动和实验及新学制的建立
第一节 平民教育运动
一、平民教育运动的产生
二、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
第二节 教育方法实验
一、课堂授课制的改进
二、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倾向
第三节 壬戌学制的建立
一、新学制的建立
二、新学制的课程标准
第二十二章 教育思潮的分化
第一节 民主主义教育思潮
一、教育价值本位化
二、科技教育社会化
三、平民教育乡村化
四、儿童教育个性化
五、教育方法实践化
第二节 民族主义教育思潮
一、产生与发展
二、道德教育与人文理想
三、原因与作用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思潮
一、历史的选择
二、政治教育与革命理想
三、矛盾、交织与影响
第二十三章 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
第一节 国民党的教育方针与政策
一、教育方针
二、实施原则
三、具体措施
第二节 学校教育
一、学前教育
二、初等教育
三、中等教育
四、高等教育
第三节 教育管理
一、教育行政

Page 8



《中国教育简史》

二、教育督导
三、毕业会考
第二十四章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与政策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教育方针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政策
第二节 干部教育与民众教育
一、干部教育
二、民众教育
第三节 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特征
一、教育为政治革命服务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三、社会化的大教育
结语

Page 9



《中国教育简史》

精彩短评

1、书角有点破损
2、书质量不错
3、华东师大指定的复试参考书，很不错！有新的角度来
4、很好很好很好
5、非常好的一本书，可读性强，但不适合考研学习
6、书皮掉皮了  正版书，知识面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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