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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前言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和教材的编写是教师教育的基础性工作，是决定教师教育质量和合格教
师培养的核心环节。当前，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
代。那么，如何构建教师教育新的课程体系，如何编写教师教育新的教材，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也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课题。根据我校教师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我们此次编写的教师教
育系列教材的指导思想是：　　一、以新课程为导向，提高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要求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要为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师资保证，必须主动实现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对接。这种对接，既是师范院校
教师培养的自身改革，也是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动适应。　　本套教师教育课程教材注重在教育
理念、课程内容和专业素养上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接。第一，把新课程倡导的各种新理念特别是新
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师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作为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编写的理论导向，从而帮助师
范生确立新课程所倡导的教育理念。第二，把新课程改革涉及的新的内容，如课程结构的调整等纳入
教师教育课程教材之中。第三，把新课程对教师专业素养提出的新要求，作为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编写
的依据和内容，既为师范生打下必要的基础，又为师范生指明努力的方向。　　二、以教师教育课程
标准为依据，构建教师教育课程教材新体系　　为培养和造就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合格专业素养的新
型教师，教育部决定调整和改革教师教育课程，以构建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新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体现国家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编写教材、积累
发掘课程资源，以及开展教学和评价活动的依据，对规范和促进我国教师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主要精神和基本要求，我们构建的教师教育新课程体系（不含见习和实习
课程以及学科类的教育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师职业技能、现代教育技术四门课程。为此，
我们组织编写了相应的教材。本套教材的编写力求反映和体现以下特征。　　第一，时代性。传统的
教师教育课程教材，内容多是老套陈旧的东西，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觉得现实意义不大。本套教材
的编写则十分注重从当代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筛选适合“公共课”性质与要求的内
容和观点，十分注重反映新课程精神，并提供新课程改革所需要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和观点。这
使得本套教材富有时代气息，具有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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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内容概要

《教育学》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实用性强，能较好地体现职前与职后教师教育的衔接。《教育学》
由三部分内容构成，其中教育基本原理部分包括教育学与教育、教育功能、教育目的、学校教育制度
和教师与学生；分论部分包括课程论、教学论和德育论；最后部分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教育学》适用于高等师范院校的本科生，中小学校的一线教师以及其他从事教育工作管理和研究的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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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学校教育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人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学校教育有较强的系统
性，力求避免教育影响的自发性、盲目性、随意性、片段性。因此，如何使各方面的教育工作和教育
影响较好地形成一个有序的系统，是学校教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学校教育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第一是计划性。学校教育总体上是比较有计划的，而不是随随便便、杂乱无章的。有计
划的教育工作和教育影响才有可能保证教育的效率和效果，人的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也要求学校教
育必须具有计划性。第二是组织性。学校教育总体上是比较有组织的，而不是自发无序的。学校本身
就是一种组织机构，其内部还有各种类型和各个层面的组织单位，因而学校教育也是在组织中并通过
组织来进行的。学校教育必须把校内乃至部分校外在时间和空间上较为松散的教育影响组织起来，使
它们形成一个系统和整体。第三是协作性。学校教育总体上是比较协调一致的，而不是各行其是、离
散冲突的。学校内部的教育影响也是相当复杂的，既在时空存在上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又由于教育者
的意识、态度和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教育者有意、无意地受个人需要和利益的驱使和局限，而造成
不同教育者的教育影响的不一致乃至冲突。这就需要学校对其内部的各种教育影响加以协调，以形成
一种比较符合教育目的要求的教育合力。此外，学校教育还能对校内和校外的教育影响进行一定的协
调。第四是全面性。学校教育总体上是比较追求全面与和谐的。从总体上讲，学校教育比其他任何形
式的教育都更有条件实施全面的教育。这是因为：一、学校教育制度有比较全面的教育目的；二、学
校教育设置有比较全面的课程体系和较为丰富的教育内容；三、学校教育有比较多样化的教育途径和
教育的方式与方法；四、学校教育有一支结构比较完整和合理的教师队伍。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学
校教育，其全面性是不尽相同的，如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在其全面性的内涵上就是有一定区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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