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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国教育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原来的设想是为教育学专业尤其是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诸君提供现代西方诸发达国家教育发展
与改革的基本概况和教学参考资料。应该说，这是一个过于雄心勃勃的编写计划。且不说在世界范围
内比较教育学科远未达成共识的研究对象、领域和范畴等，即使我们舍弃发展中国家，仅仅取西方诸
发达国家为本书的研究内容，也仍然需要诸多研究不同国别的学者通力合作方能完成。显然，限于我
们目前研究团队的研究领域和实力，我们无法承担如此庞大的研究任务。由于种种原因，本书仅仅选
取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作为研究和编写的内容。即使就这两个国家而言，本书的研究范畴也没有仅
仅限于“当代教育”，也就是说，本书包括了诸多历史传统方面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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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  日本文化的两个悖论  一、式规则与文化悖论  二、悖论一：“同文同种”上  三、悖论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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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恩之比较  一、森有礼与贺拉斯曼恩生平简介  二、森有礼与曼恩教育改革理念
之比较  三、森有礼的义务《学校令》与曼恩的“公立学校”设计  四、森有礼心中的教师形象：顺良
、信爱、庄重    五、日本近代大学的设置与发展  六、比较与思考专题六  美国的军事占领与日本现代
教育体制的确立  一、现代教育法制的确立  二、现代新学制的建立及其意义  三、旧金山体制的确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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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能力主义教育  三、经济大国与“理想的人”    四、小  结专题八  日本中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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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二、中日两国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比较  三、我国中小学试行家政教育可能面临的问题  
四、我国试行家政教育的初步构想  五、余论：思考与评价  专题九  日本的“第三次远航”与第三次教
育改革  一、“第三次远航”提出的背景及其内涵    二、社会转型与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提出    三、“政
治总决算”与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实施    四、三次教育改革特征的比较  专题十  世纪之交日本国家与教
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世纪之交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分析    二、世纪之交日本教育改革战略举措
  ⋯⋯专题十一　美国社区学院发展的政策因素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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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曼恩任职后，在出色地完成本身的职责后，在普及公共学校教育、倡导教育的中立性、设立师范
学校、男女同校、黑人和白人儿童同校等方面都有建树。从美国当时的形势来看，开创这些领域需要
非凡的正义和勇气。以公立学校的中立性为例，当时美国教派林立且相互攻伐，若任各教派控制学校
的意识形态，对于学童道德价值观的养成极为不利。曼恩认为，教育本身不是“工具”，其本身就是
“目的”，故而教育工作不容宗教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干扰，这一重要的教育原则业已成为欧美公共教
育的主要特征。但在当时宗教势力影响巨大的情况下，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保持教育的中立性，却需要
非凡的勇气。在森有礼看来，公立学校，尤其是公立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教育
目的，只是“富国强兵”的工具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森有礼和曼恩为了创办各自国家的公共学
校教育事业，都捐献出了自己的私有财富。曼恩认为，个人的财富并不是单靠个人的努力即可获得的
，因而不能任意处置。首先，个人财富应该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如阳光的普照、土地的肥沃、雨露的
滋润等。这些因着造物主的恩赐而获得的财富，自然应该反过来感谢自然和社会。其次，他认为，古
人智慧和血汗的积累、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交通的便利以及人口的繁衍和稠密等，都是财富积累的前
提条件，故而财富的使用必须返还并造福于社会及后人。换言之，私有财产并非独立存在于真空状态
之中，它有特定的时空性，收取财产税来建立公共学校是最佳的途径。曼恩一生刻苦节俭，像个苦行
僧，他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献给了公共教育事业。　　明治时期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确实加
速了日本追赶西方列强的近代化进程。但是日本教育自身却并没有随着“富国强兵”而完成其近代化
进程。相反，狭隘的国家主义理念以及政治统治教育的管理模式，形成了近代日本教育的“病理性格
”，并最终被封建军国思想所支配，成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应该说，日本近代教育的“病理
性格”，源于明治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彻底性。从历史上看，在日本这个以和谐的人际关系维
系社会稳定的国家里，社会革命是不存在的，改革或改良通常也是温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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