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是教育的对象（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是教育的对象（上）>>

13位ISBN编号：9787107174667

10位ISBN编号：7107174665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人民教育

作者：乌申斯基

页数：604

译者：郑文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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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是教育的对象（上）>>

内容概要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是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的一部重要的教育巨著，
也是19世纪条件下一部最好的教育心理学著作。
乌申斯基认为，要正确进行教育，就必须正确了解教育对象，要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研究社会
对人的影响。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
作者依据当时的科学成就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教学─教育过程中心理现象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特别
是对耐心、惊奇和疑惑等心灵─内心感知，对性格的培养以及劳动作用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揭
示了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性，为教学─教育工作提供了心理学和生理学根据。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分为生理篇和心理篇两大部分，上卷包括生理篇、心理篇
之意识；下卷包括心理篇之感知和意志。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为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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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生理篇第一章 有机体概论第二章 植物有机体的本质特性第三章 动物的植物性有机体。
营养过程第四章 更新动物有机体组织的必要性及其特殊条件第五章 需要休息和睡眠第六章 神经系统
。
感觉器官：视觉器官及其活动第七章 其他感觉器官第八章 肌肉、肌觉。
发音器官第九章 神经系统：它的中枢和分枝第十章 神经系统的活动及其组织第十一章 神经疲劳与神
经兴奋第十二章 反映或反射运动第十三章 习惯和熟巧是掌握了的反射第十四章 习惯的遗传性和本能
的发展第十五章 习惯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第十六章 神经系统参与记忆行为第十七章 神经系统对想
象、情感和意志的影响心理篇第十八章 从生理学过渡到心理学意识第十九章 注意的过程第二十章 注
意：结论第二十一章 什么是意识?感觉的出现第二十二章 回忆第二十三章 表象联想第二十四章 遗忘：
记忆联想的破裂第二十五章 记忆的经历第二十六章 记忆是什么?记忆的意义第二十七章 想象过程一第
二十八章 被动的想象第二十九章 主动的想象第三十章 想象的经历第三十一章 理智过程第三十二章 概
念的形成第三十三章 判断和推理的形成第三十四章 对对象和现象的理解，对原因和规律的理解第三
十五章 时间、空间和数的概念的形成第三十六章 随意运动在理智过程中的作用第三十七章 实质和表
征的观念第三十八章 物质和力的概念的形成第三十九章 原因、目的、任务和机遇的观念第四十章 理
智活动的原始基础概说第四十一章 归纳的方法第四十二章 判断、理解和推理第四十三章 理智的发展
史第四十四章 各种心理过程对理智过程的影响第四十五章 人的精神特征对理智过程的影响第四十六
章 精神给思维过程带来的矛盾第四十七章 原因观念的矛盾和自由观念的矛盾第四十八章 二元论和一
元论的矛盾第四十九章 理性与明智第五十章 什么是意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是教育的对象（上）>>

章节摘录

　　生理篇　　第一章　有机体概论　　什么是培养（1）。
有机体的定义（2～3）。
发展的力量（4）。
个体的和社会的有机体（5～6）。
　　1.培养这个词不仅可以应用于人，而且可以应用于动植物，同样也可应用于历史性的村社、部落
和民族，也就是说，它可以应用于各种有机体，而进行培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凭借适合
于有机体特性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养料来促进有机体的发展。
　　因此，有机体和发展这两个概念是培养的基本概念，我们必须先熟悉这两个概念的最精确的意义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首先向自己提出以下两个问题：什么是有机体?什么是有机体的发展？
　　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切存在物都分离为两大类：无机物和有机物。
这个区别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可以不费什么力气，看一眼就能把无机物跟有机物区别开来，把一切由
人手制造的物品以及自然产生的没有任何有机结构的、没有任何器官和任何从内部产生出来的独立发
展力量的大自然产物都列入无机物一类，如：石头，泥土，金属，各种气体和液体等。
我们把从最简单的海藻算起的一切植物，把从用显微镜才可以看出的仅由一个活细胞构成的纤毛虫算
起的一切动物，把个体的人以及历史性的群体的人、部落、民族和国家都列入有机体一类，而在历史
性的群体、部落、民族和国家中，跟在个别的人身上一样，我们也看到了基本的有机结构、各种器官
以及以这些器官的相互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个结构的独立发展力。
　　2.当我们探究能据以认为一些存在物是有机体而另一些存在物不是有机体的原则时，我们会察觉
，我们通常把任何具有独立的内在发展力和多种器官的存在物都叫做有机体，这种发展力通过这些器
官来完成存在物的有机布局。
康德说道：“每一个器官的存在原因和目的都包含在有机体的整体之中；而有机体整体则存在于它的
许多器官之中。
”　　在整个有机体和它的器官中间的相互关系就组成有机体的结构，这种相互关系不是僵死的，而
是活生生的关系，是由有机体固有的发展力所实现的关系，并且是有机体借以区别于无机体的特征。
不论我们把石头、气体和任何化学原素分成多么小的部分，每一个部分都会表现出整体的一切本质特
性，它同整体只是在体积上和重量上不同，它仍是一种同整体一样的东西，依然是气体、石头、化学
元素。
但是我们在有机体中所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个有机体愈是完善，它的各种器官的独立性就愈少，
器官之间的发展和活动就越有分工，各个器官同整体以及整体同它的器官之间的相依性就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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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起读这《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来，读利德，或洛克，或贝内克，或赫尔巴
特的心理学著作能更深刻地进入心理学领域，但是，在读过《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
》之后，各个伟大心理学著作家的理论对那些开始学习这些学说的人来说将会比较清楚易懂一些。
此外，《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还可以防止读者专门热衷于某一种理论，并向读者
指出，应当采用所有的理论，而不应在教育这样的实践事业中单单热衷于任何一种理论，因为在教育
中任何片面性都会表现为一种实践上的错误。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不是为心理学专家们写的，而是为那些意识到为了他们的
教育事业必须学习心理学的教育学者写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是教育的对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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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