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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比较教育学》

内容概要

《当代比较教育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注重新型师范教育模块课程的建设，
为培养师范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服务，全面体现“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和“实用、适用”的教
学要求。《当代比较教育学》是比较教育学的基本教材，反映了当代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在
努力探索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建立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同时，积极反映国际教育发展的新动态
。《当代比较教育学》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掌握比较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了解世界教
育发展的概况，在案例的研究分析与思考中寻求教育规律，为培养研究型、反思型教师和教育行政人
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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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比较教育学》

作者简介

　　冯增俊，1952年生，海南省琼海市人。200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广东省
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审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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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比较教育学》

书籍目录

导论〔内容提要〕〔学习目标〕一、比较教育学学科概念二、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及功能特征三、比较
教育学的学科特点思考与练习拓展性阅读导航第一章 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内容提要〕〔学习目标
〕第一节 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一、比较教育学史前阶段二、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三、全盘（形式）借鉴的
比较教育学特征第二节 科学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一、现代教育转型与科学比较教育发展二、因素分析法
的比较教育特征三、因素分析法与战后初期国际教育发展第三节 当代比较教育学学科变革与转型一、
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与挑战二、变通性教育策略的形成三、理性借鉴比较教育的形成思考与练习拓
展性阅读导航三、理性借鉴比较教育的形成思考与练习拓展性阅读导航第二章 比较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内容提要〕〔学习目标〕第一节 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比较教育学理论的萌发二、
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演进第二节 比较教育学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一、因素论分析框架二、实证主义
分析框架三、相对主义分析框架四、发展论分析框架五、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六、新马克思主义分
析框架七、世界体系论分析框架八、系统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第三节 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重构的努力
与愿景一、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状态与问题二、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重构的走向与愿景思考与练习
拓展性阅读导航第三章 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内容提要〕〔学习目标〕第一节 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基
础一、比较教育研究的立场二、比较教育研究的原则第二节 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一、描述研究法
二、统计分析法三、历史研究法第四章 教育国际化与国际理解教育第五章 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教育第
六章 教育民主化与全民教育第七章 教育信息化与学习社会第八章 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亚非拉教育第
九章 后现代背景下的北美及澳大利亚教育第十章 后现代背景下的欧洲教育第十一章 剧变中的俄罗斯
与东欧教育第十二章 蓬勃发展的幼儿教育第十三章 变革求新的中小学教育第十四章 大众化时代的高
等教育变革第十五章 时代转型中的职业技术教育第十六章 走向开放的教师教育结语 中国比较教育学
发展的新阶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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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比较教育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比较教育学的产生　　三、全盘（形式）借鉴的比较
教育学特征　　在工业革命初期，比较教育研究作为国际教育改革的开拓者，促进各国移植新教育，
因此，全盘借鉴成为这一阶段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特征。　　（一）借鉴促进新教育传播　　由于比
较教育研究可以为政府提供借鉴和移植有益的国际教育经验，配合工业化运动，被各国重视。自18世
纪以来，许多比较教育学家积极开展有目的的实地考察，访问参观学习，了解和引介国外各种办学实
践，为本国教育改革服务，对传播新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7世纪后英国开展持续的民众识字运
动，在工厂中实行学徒制培训高级技术工，还成立了各种职工讲习所，开设工人学习班和让童工学习
的主日学校等。这些经验在18世纪后被毗邻的法国所借鉴，法国以正规学校方式，创办了一批以培养
初级技术工人和中等技术人员的技术学校（如1766年成立的皇家免费制图学校，讲授几何学、建筑技
术、制图技术等，到1789年大革命时已达27所），以及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土木学校、矿山冶金学校
、梅齐埃尔工兵学校、造船学校和培养炮兵、军官等的军事学校。大革命后又建立一批专科学校，有
力地推动了法国工业化，并为拿破仑多次发动规模浩大的战争提供了各种技术人才和精良的武器装备
。　　普鲁士（德国）17世纪后期也吸收了英国工厂徒工制的教育形式，并于1707年创办起一种以培
养技术工人为目的的实科中学，教授各种实科知识技能。第一次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在耶拿战败引发强
烈的复国要求，如列宁所说的：“《梯尔西特和约》对德国曾是莫大耻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
族复兴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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