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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论》

前言

　　《当代大教育论》丛书（10卷）是教育部“九五”期间重点图书选题计划284个选题中的第6个选
题。这套丛书是由我和杜宜瑾、江泽慧、陆子修、郭福昌、陈贤忠、魏国栋等同志任总主编，具体由
安徽省教委组织有关专家和学者共同研究撰写的大型教育理论著作。这个选题的全面工作从1992年下
半年起步，至1998年3月脱稿，其中经过多次修改，历时五年多，最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定稿出版
。　　为了使读者对《当代大教育论》丛书各卷内容有个基本的了解，现将有关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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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论》

内容概要

《教育方法论》深入论述了必须建立新的教育方法论理论，使之适应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的必要
性，并论述了教育方法论的产生、理论结构、特性，原则以及在教育方法论的指导下，如何施教、学
习与管理等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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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一、第一节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探索一、百年来的教育革新经验二、中国传统教育方
法的批判继承三、国外教育方法的历史发展四、当代教育方法的新探索第二节 研究教育方法论的现实
意义一、适应开放性社会的时代趋势二、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三、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新型人才的迫
切要求四、丰富当代教育理论体系五、拓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第二章 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与特
征第一节 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一、教育方法论的定性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三、系统科学、
思维科学等新学科理论第二节 教育方法论的特征一、教育方法论的时代特征二、教育方法论的目的特
征三、教育方法论的价值特征第三章 教育方法论的理论结构第一节 教育方法论的目的论一、建立完
善的教育系统工程二、重视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能力三、努力提高教育系统的整体效应第二节 教育方
法论的课程论一、课程的历史发展二、课程结构与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和智能结构的关系三、课程编
制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四、教材不断更新完善第三节 教育方法论的教师论一、当代教师的职责与社会作
用二、当代教师的心理素质与知识结构三、教与学的关系四、增强教育对象的适应性第四节 教育方法
论的操作论一、认识方法二、协同方法三、心理方法四、艺术方法五、教育技术六、教育环境第五节 
教育方法论的评估论一、评估理论二、评估内容三、评估方法第四章 教育方法论的原则(上)第一节 教
育方法论的协调性原则一、协调性原则的内涵二、协调性原则的应用第二节 教育方法论的创造性原则
一、创造性原则的内涵二、创造性原则的应用第五章 教育方法论的原则(下)第一节 教育方法论的动态
性原则一、动态性原则的内涵二、动态性原则的应用第二节 教育方法论的效应性原则一、效应性原则
的内涵二、效应性原则的应用第六章 教育方法论指导下的施教第一节 教育方法论指导下的学校教育
一、当代学校教育的特点与作用二、教师的主导性及对教师的要求三、传统学校教育的改造四、教学
改革第二节 教育方法论指导下的家庭教育一、当代家庭教育的特点二、当代家庭教育的作用三、当代
家庭教育的内容四、当代家庭教育的方法第三节 教育方法论指导下的社会教育一、当代社会教育的特
点二、当代社会教育的作用三、当代社会教育的内容四、当代社会教育的方式方法五、当代社会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第四节 教育方法论指导下的特殊教育一、当代残疾人教育二、当代超常儿童教育第七章
教育方法论指导下的学习第一节 学习方法概述一、人与动物在学习上的本质区别二、代码符号系统在
学习过程中的参与作用第八章 教育方法指导下的教育管理第九章 教育方法论的发展和展望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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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论》

章节摘录

　　第二，要改革课程教材，提高教育质量。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
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①为此，就要在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教学的同时，要适当地开设和选学一些与新技术革命有关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知识，中小学生也要
学一点计算机的知识和操作技能。　　第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　　
第四，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教育投入。只有既努力增加教育投入，又不断提高教育效益，教育事业才能
更快更好地发展。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大好局面，为教育的发展提
供了基础与前提。教育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结构和专业设置得到调整和优
化，中专、职业高中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在很多地区已基本普及或接近普及。但是，
在12亿人口的中国办教育还有很多困难，有些地方教师穷、学生失学的“一穷二流”现象还没有得到
根本改变；在教学内容、方法和考试、升学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只有通过深化教育改革
来解决。完善教育理论，加强教育科学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当务之急。实践在发展，理论
也应当发展。要以发展的新的教育理论，来指导当前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的教育实践。新的理论与新的
实践并不是对历史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得到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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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
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恩格斯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歇动力。　　——江泽民

Page 6



《教育方法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