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学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教育学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560231167

10位ISBN编号：7560231160

出版时间：2002-7

出版社：吉林东北师范大学

作者：柳海民 编

页数：3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现代教育学原理》

前言

　　它的诞生，标志着研究生课程班的教学和管理跃上了一个系统建设和规范管理的新水y-，标志着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教育开始进入了更加完善的轨道。《教程》的出版，将为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
增加新的学术魅力，为每一位研究生课程班学员系统的专业学>-7和理论拓展提供难得的有益参照。
　　21世纪将是一个充满全方位竞争的世纪。中国人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10年里已深切感受到了这种
来自职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每个方面的竞争。这多方面竞争归结为一点，其实是更高层次更新意义
上的生存竞争。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学会生存”。《学会生存》的本真意
义是提醒每一个现代人要学会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获得持续的生存空间--不是自然生命而是社会生命--
职业、专业与社会生活。生存蕴藏在学习之中。我敢断言，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大家越会体验到这一
点。参加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的学员是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反应敏锐的一个群体，也是追求高品位的生活
质量和工作质量的群体。在未来社会里，我们要想获得理想的生活质量和212作质量，依靠的再不是自
然的体力，而是智力和知识。因为21世纪是个知识经济的社会，是个法制更加健全的社会。大家一定
都知道西方哲学家培根的哲言：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话在历史的今天显现出了它的伟大价值。研究
生课程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层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为每一位在职工作或因某种原因丧失
研究生学习的人开辟的一个新的学习渠道。对每一位已在工作岗位奋斗多年的人，是一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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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教育学原理》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学的历史和未来；教育的概念；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发
展；教育目的；教育制度；学校等。
编写一本富有学术意蕴和系统科学体系的《现代教育学原理》一书是我们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在不
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要实现。本书的编写可以看成是一次前期研究与尝试。
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有：柳海民、周霖、李伟言（第一、三章）、杨兆山（第二、四、五、八章）、
谷峪（第六、七章）、吕立杰（第九、十章）、赵宏义、李艳梅、赵杰（第十一章）。
全体作者希望本书从内容到文字都能臻于完美，包括东北师大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内。但事实上，这
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发展与变革的速
度前所未有，更有每一位作者对学术前沿信息的把握和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及学识、水平的限制。所以
，对读者们的批评指正我们将致以诚挚的谢意，待有机会再版时予以吸收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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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教育学的历史和未来第一节教育学的历史第二节教育学的基本问题第三节教育学的发展趋势第
四节教育学的元研究与元理论第2章教育的概念第一节教育的定义及其要素构成第二节教育的产生与
发展第三节教育本质的论争第3章教育与社会第一节教育的属性第二节教育与生产力第三节教育与经
济基础第四节教育与政治制度第五节教育与文化第六节教育现代化第4章教育与人的发展第一节人的
本质观与教育第二节人的发展观与教育第三节影响人发展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第5章教育目的第
一节教育目的概述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当代教育的目的第三节我国的教育目的
第四节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第6章教育制度第一节教育制度概述第二节现代学制及其类型第三节
现代学制的变革第四节我国现代学制的变革第7章学校第一节学校的历史第二节学校、家庭与社区第
三节学校文化第四节学校的法律地位与法律问题第8章教师与学生第一节教师第二节学生第三节师生
关系第9章课程第一节课程概述第二节现代课程理论的基本问题第三节课程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第10章
教学第一节教学概述第二节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第三节教学的基本形式--班级授课制第四节教学模式
第五节教学评价第11章德育第一节德育的概念与意义第二节德育目标与内容第三节德育过程与原则第
四节德育的理论与方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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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教育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一）什么是社会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是历史上最重
要的社会变迁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变迁的主旋律。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能
够与今天的社会现代化相提并论的社会变革只有两次：一是人类的诞生，二是从野蛮到文明的出现。
社会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都经历其中，波及的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刻都是空前的。　　在社会学中，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有特
定内涵的概念，是社会的人们利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改进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社
会变革过程。　　社会现代化的兴起有一定背景，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即1640年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了欧美接连发生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
立起以机器大工业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和商品经济，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
改变了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社会现代化成为一股世界性
的潮流始自20世纪50年代，有人称之为“信息社会”，有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社会
”。现代化是一个有相对意义和相对标准的概念。它不仅是时间上的相对，而且在内涵上是相对于传
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整体变迁。现代化的概念最先由谁提出尚无据
可考，在社会学中，较早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作区分的是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劳动分
工》一书中，他把过去劳动同质单一的社会称为传统社会，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劳动专门化社会称为现
代社会。60年代后的社会学家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往往使用西方化、工业化、都市化或经济持续发展
作为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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