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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近代教育大师》

内容概要

《追寻近代教育大师》深入浅出的叙事，提纲挈领的把握，激情灵动的阐述，都能展示出作者的治学
功力和对中国教育的一往情深。读着这些文字，让我们一起追寻大师们的智慧和情怀，追寻他们的足
迹。在这个追寻过程中，你会找到作为教育者的幸福冲动与智慧泉源。辨别教育的方向，本质上是对
中国特色的教育有一个准确的、根本性的定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最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以
培养现代中国人为己任的中国教育更需要这样的精神。那么，对“时”和“地”的研究就是大事。就
“时”来说，目的指向是现实，但想弄清现实问题，却往往必须要研究历史。因为现实中经常没有现
成的答案，而历史所展示的规律，却经常帮助我们找到打开现实问题的钥匙。尤其是教育的复杂性逐
渐被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对于教育本质的理解，不见得今人比古人更深刻。也许我们沾沾自喜
于日新月异的现代新技术和丰富得过剩的物质条件所带来的甜头，但我们不得不应付在教育核心问题
上的迷离所带来的混乱。比如长时间遗忘了对教育本质的追问，教育就有失去方向的危险；如果大规
模的教育游离于航线之外，那就有失去控制的可能。这些不顺耳的说辞，对时下的“教育多动症”，
也许可以唤起疗救的警觉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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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近代教育大师》

作者简介

马建强，1967年生，江苏金坛人。曾任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现为江苏某杂志社副总
编，副编审。荣获第二届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特别贡献奖”（国家十部委联合表彰），荣
获2007年度《中国教育报一读书周刊》“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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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近代教育大师》

书籍目录

严复：教育就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蔡元培：中小学不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梁启超：培
育新民，为当今中国之第一急务张伯苓：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的校长徐特立：一生最爱是
小学经亨颐：“与时俱进”的教育家黄炎培：“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合二为一就是职业教育陈
独秀：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李叔同：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开拓者鲁迅：另一张面孔是教育家晏阳初
：世界平民教育之父陶行知：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匡互生：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值得纪传的人
陈鹤琴：中国儿童教育的圣人毛泽东：我的终生职向是教育叶圣陶：中国语文教师第一人钱穆：教大
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钱基博：只愿教书的聪明人朱自清：语文教学方面的全才老舍：我
会兢兢业业地办小学附录一 骆憬甫：清末民初一位小学校长的教育纪事附录二 《教育短波》：中国20
世纪30年代乡村小学教师的福音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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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近代教育大师》

章节摘录

　　严复：教育就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二、以译才启蒙思想，向西方寻找真理　　
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和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首先是以他的“译才”
闻名于世的。1923年蔡元培先生曾撰文指出：“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严复的著述，对他同时代的知识界、政治界人士产生过从未有过的巨大影响。梁启超深受他的影响
，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吴玉章等，也都在年轻时对严复译著“佩钦至不
可言喻”。　　1877年，当严复前往英国留学深造时，他已经踏上了一条与本国绝大多数人大相径庭
的生活道路。留学前，严复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已经对西学有所掌握，在自己的头脑里已经基本消除
了关于西方道德、理智和精神低下的片面观念。而在当时，无论是保守的“清流党人”还是开明的“
洋务人士”，头脑里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西方文化低劣而华夏文化高贵正统的观念。由此可见，严复是
以自己相当独特的理智灵感对中西方世界进行独特反应的，这构成了他观察、思索一切问题的坚定基
础。他更冷静而深刻地开始关注西方富强中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秩序以及价值观念和
思想意识等众多内容。　　可是1879年严复留学回国后，由于不是当时政治强人李鸿章的心腹，他的
满腹才智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重用了，而满朝官员的贪腐堕落、无所用心及自满懒散则加
剧了他对政治的失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严复的打击更大。在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极具
思想家禀赋的严复，决心开始“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以此来振作民心、国心。　　严复翻译最早、
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版后，“物竞”、“争存”、“优胜劣
汰”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小学教师往往用《天演论》做教本，中学教师往往以“物竞天择”等
词为作文题目。许多人还将这些“新名词”作为自己或子女的名字。胡适原名胡洪驿，“《天演论》
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他便也自己改名为“适”，字“适
之”。而广东军阀陈炯明则干脆专门改号为“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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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近代教育大师》

精彩短评

1、好快的
2、借鉴前人的经验，丰富自己的人生。
3、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书评，觉得很好，确实不错
4、一个个近代教育大师，生动的展现在读者眼前，一位位教育大师串联起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
。
5、看了之后感慨自己的学习，丰子恺10个月学会日语，徐特立40多岁赴法学习法语，并考入巴黎大学
，自己在韩国公司4年，韩语还只是初级水平～～
6、作者有多自恋，每一张照片都有他。
记住晏阳初、叶圣陶、陈鹤琴、陶行知。
7、不是一本用来珍藏的书，是用来大概了解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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