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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书的第五卷，包括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教育。本卷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从一
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教育，揭示了这三十年间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客观规律。着重探
讨了从五四运动开始新民主主义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每个历史阶段教育发展的特点和基本
经验。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作了如实的介绍和评价，肯定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爱国师生的艰苦努
力，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所作出的成绩。而对日伪占领区的殖民主义教育，则进行了较深刻地揭露和批
判。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教育流派和教育家，除了历史上公认的一批著名的教育家之外，又增写
了一些在当时对教育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陈嘉庚、张伯苓等，对他们的
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作了一定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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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2年以后，随着日伪统治的加强，殖民地的学校体系便逐渐建立起来，到1937年所谓“新学制
”的制定与颁布已正式形成它的特点是：　　（一）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　　在初等与中等教育方
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造成文化落后的现象，以适应其实行法西斯
统治的需要，竭力实行奴化愚民教育。这首先表现在教育经费很少，缩短修业年限。日伪时期的教育
经费，仅占日伪财政支出的2%左右将整个学程缩短为十三年，尤其将“三三制”的中学，改为修业年
限四年的国民高等学校。不仅缩短年限，而且取消升学预备期，分为农、工、商、商船、水产等科的
职业性中学，降低中等教育的文化水平。其次表现在教育内容方面，1935年以后，中、小学使用的教
科书一律改为“国定”，并提出“国定”教科书的编纂“以期贯彻各种诏书及建国宣言之旨趣与明确
建国精神；使深刻认识日本帝国而确实理解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以期复兴礼教，振兴东洋道德，以图
科学知识进展，以谋劳作教育之振兴”为原则。①根据这一原则，凡被认为不适当的教材，一律被禁
用，从而在教学内容上不断地加强反动政治思想的宣传。如在小学不断增加修身、经学的教学时数，
并设有“国民科”，把日本殖民主义政治与语文混在起，几乎占全部课时的二分之一。不仅把日伪的
《宣言》，《诏书》、《敕语》等塞进教材，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娴熟地背诵，一无错漏地默写全文，
借以向青少年儿童灌输崇拜日本天皇，服从傀儡皇帝的思想意识，以养成奴才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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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好好研究硕果累累的正规大学，认定是反动教育，全面否定民国教育作为，只有课都不好好上
的根据地教育才是值得传承的经验，如此颠倒黑白不分是非，难怪后来上山下乡半工半读，这样的指
导思想怎么办得好教育！杜威的经验主义直接推动了美国的现代教育改革，至今深刻影响教育心理学
教学设计等学科，作者说杜威的培养孩子合作是模糊阶级对立、反对革命、对反动阶级投降，好的教
育思想不吸收 难怪现在中国教不出有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
2、最后一卷。马克思意识形态痕迹太重，我很讨厌这样的书。匆匆看完~算是知道轮廓了。梁漱溟、
陶行知、胡适之。PS，太过贬低胡适之了吧！总是拔高某些人。╭(╯^╰)╮
3、找不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１０卷本中国教育通史，前言说是改写的，我想就点这本把。其实
我并没有读完，因为这本书的意识形态太浓厚了，读了几十页味同嚼蜡。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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