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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内容概要

《教育学》是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也是安徽省省级精品课程《教育学》的建设
成果之一。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手段、教育组织形式、教学
模式、学生学习方式、教师教学行为、教育评价等都在发生变化。《教育学》阐述了教育的基本规律
和基本问题，围绕教育的本质和历史形态、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目的、教师与学
生、课程、教学、德育、班主任工作、教学评价和教育科研方法等内容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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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与教育学　　四、当代教育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教育发展的历史形态　　当代教
育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与知识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教育形态，其主要特点有：　　1.学校教育将发
生一系列变革　　学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人们职业预备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人们人文关教学组
织形式，培养学习者良好的学习品质与习惯将成为教学的核心任务。　　2.全民教育　　全民教育指
教育向所有人开放，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是一种必要。全民教育思想的正式提出，始于1990
年3月在泰国宗迪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又称“宗迪恩大会”）。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召开，并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
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两个划时代的文件，从而使全民教育思想为国际社会所接受。1993年在印度
新德里举行的“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首脑会议”以及2001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九个人口大国全民
教育大会”，不断把国际社会对全民教育的关注推向新的高潮。全民教育是针对世界教育发展中存在
的严重问题而提出的，如约占全世界学龄人口20％的1.28亿儿童未能接受初等教育，其中至少包括一
半以上的女童；今天仍有9.48亿成人属于文盲，其中2/3是妇女；9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成人文盲
人数占9.48亿的72％，而印度和中国分别就占了总人数的30％和23％；功能性文盲等。还有当今世界面
临的一些令人生畏的问题，如人口的迅速增长、环境的普遍恶化、贫穷的持续加剧、战争暴力的不断
发生，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限制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为满足人们基本学习需要所做的努力，而相当
一部分人基础教育的缺乏又阻碍了各国乃至全世界全力而有目的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全民教育的
基本含义是：（1）全民教育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道德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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