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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国家教委师范司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的高师公共课教材。
编者取书名《中学教育学》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研究对象范围明确，即研究中学教育问题，以与小
学教育学、大学教育学相区别。
这里说的中学教育，如通常理解的那样，是指普通中学教育，并非指整个中等学校教育。
二是读者对象明确，即从事中学教育的教师。
因此，本书作为教材，对象是未来的中学教师。
三是体现学科发展趋势，即普通中小学教育学将逐渐分化为小学教育学、中学教育学。
目前国内已出版各种版本的教育学百余种，包括高师、师专、中师教材等，书名大多为“教育学”，
本书取名《中学教育学》，有助于与其他教育学教材相区别。
    本书的编写，试图在相对完整的体系结构基础上，针对中学教育问题展开，其中又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学教师所关心的如何教学、如何做班主任等方面；同时力求反映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中提出的新问
题，如心理素质的培育、品德能力发展、隐性课程、教学艺术、教学模式、课外教育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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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人?社会　　全部教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教育本质问题。
这是关于教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高问题，包括教育与人的关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
对教育基本问题如何理解，决定着我们确立何种教育观，也影响着我们对其他一系列教育理论问题的
观点，影响着我们对教育方针、政策问题以及教育方法问题的理解。
　　认识教育本质，不能离开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这两方面问题。
这一章我们将讨论教育、人、社会三者关系，并从三者相互联系中认识：　　①教育本质问题；　　
②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③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设及中等教育在其中
的地位。
　　第一节　教育?人?社会概述　　教育?人?社会三者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在相互作用中产生，也在
相互作用中发展。
概括地说：　　人类建立了社会，也产生了教育，人是社会和教育的主体，同时又是社会和教育的产
物；社会决定着人和教育的发展，同时又受制约于人和教育；教育通过培养人为社会服务，又受到人
和社会发展的制约。
因此认识这三者关系时，不宜将其割裂，孤立地去考察某一个方面，而应当从三者的相互联系中，整
体地分析。
　　一、人的诞生、社会的形成、教育的起源　　（一）认识教育的起源要联系人和社会的产生　　
教育从一开始就和人、社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认识教育起源应当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教育起源，曾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利托尔诺提出过教育的“生物起源说”，美
国心理学家孟禄提出过“模仿起源说”。
这类理论的主要缺陷就在于离开了人，离开了社会讲教育，否定了教育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从而根
本上否定了教育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
前苏联教育界依据恩格斯思想提出教育的“劳动起源说”，从50年代起一直为我国教育理论界所赞同
和接受。
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对其提出不同看法，虽未取得共识，但对进一步认识问题是很有益处的。
而其中关于探讨问题的方法，更是值得重视，例如强调人类社会劳动、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等在教育
中的作用，联系人类的诞生、社会的形成认识教育的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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