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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推荐教材·教育学原理》以教师发展需要为基本立场，为教师提升教育
学原理的基本素养，用教育学原理的眼光重新解读自己的教育实践，在解读中形成对教育学原理的理
解，看到教育学原理的存在与意义服务。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推荐教材·教育学原理》主题与内容的选择以当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变革为核
心，以体现《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推荐教材·教育学原理》时态上的当代性、空间态上的本土性和
校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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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澜，女，祖籍福建南安，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并留
校工作至今，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
誉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主要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教
育学原理学科组组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研究所首任所长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有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论及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教师教育改革等。
已出版的专著有《教育概论》、　《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　《“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
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等；撰写并主编的丛书与研究报告有“教育学科元研究”丛书、“世纪之
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系列丛书、“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系列丛书、“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
系列丛书、《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年度报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80余篇。
承担多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并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
其学术成就包括由其开创和引领的“新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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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教师的教育学之旅第一节　教育学从何而来第二节　教育学在西方的产生与发展第三节
　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第四节　教育学与教师的实践智慧思考题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章　当代社会
转型与教育改革第一节　教育的概念及教育形态的演化第二节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变
革第三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校转型性变革思考题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章　当代儿童成长与教育改革第
一节　当代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第二节　教育视野中的学生观更新第三节　以学生成长需要为导向的
学校教育改革思考题第四章　学校教育价值取向与培养目标重建主要参考文献第一节　学校教育实践
中的价值取向与培养目标透析第二节　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当代更新第三节　学校培养目标的当代重
建思考题第五章　课堂教学的原理与策略主要参考文献第一节　教学的概念及其实存背景第二节　教
学观的演变与更新第三节　课堂教学观的系统重建第四节　教学过程的展开第五节　教学策略及其实
践探索第六节　教学评价及其改革思考题第六章　学生组织建设的原理式透析主要参考文献第一节　
班级建设的基本原理第二节　学校课外生活价值的开发第三节　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健康发展思考题主
要参考文献第七章　学生校外生活的教育内涵第一节　学生生活世界的内在构成第二节　学生校外生
活与个体成长第三节　学习化社会中学校的地位与责任思考题主要参考文献第八章　学校教育改革与
教师发展第一节　教师角色理想的重建第二节　新型教师的基本素养第三节　在学校研究性变革实践
中实现教师发展思考题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　西方教育思想流派(词目)附录二　国际国内教育组织机
构和教育学术团体附录三　外国教育名著(书目)及国内外主要教育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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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师的教育学之旅　　第一节　教育学从何而来　　对于人生而言，所谓旅程，既有身体
之旅，即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换游动，沿途的场景物象一一入眼人心；也有思想之旅、精神
之旅，种种观念以文字的形式会聚成长长的画卷，思想的风景同样能够摄人心魄，甚至惊心动魄。
教师的人生之旅，应该兼有身体之旅和思想之旅，在教师的眼里，每一个活泼的成长中的生命，都是
一种空间、一种道路，在他的心灵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的阅读文本中不能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不
断变化着的生命：他们成长中的欢欣和愉悦、艰难和苦痛⋯⋯种种的苦与乐都铺就了或平坦或曲折的
大道，对于生命成长的阅读和欣赏，是教师行走中的主要方向，但是，这样的阅读常常可能会迷失方
向，因为生命成长的道路不时有生命之雾飘荡，迷雾中的行走似乎也因此成为教师之旅中的常态，这
样的旅程可能会成为迷离之旅。
摆脱这一状况的可能方式，是行走在思想的大道上，借助思想的力量穿透迷雾，看清前行的方向。
这样的思想，我们称为教育学的思想。
于是，当教师行走在教育学思想的道路上时，他的阅读方向就发生了一种转向：从阅读生命成长到阅
读关于生命成长的思想。
　　教育学原理就是有关如何通过教育活动促进生命成长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它的起源、发展
和变迁，本身就显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起点与一个问题有关，即“教育学从何而来”?　　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一门“学
问”，教育学的知识和理论的缘起和发展与人类早期的教育活动有关，与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的教师的
出现则有直接的关联。
　　自从奴隶社会出现了“学校”这一相对独立的教育形态之后，早期的学校有了初等与高等之分。
①初等学校的教师以未成年的儿童为教育对象，主要任务是照管儿童与教他们认识文字和计算。
当时的教师社会地位低下，在古希腊文中，“教师”一词由“教仆”演化而来。
“教仆”是奴隶中一部分专门侍候贵族、奴隶主子女上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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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推荐教材·教育学原理》阐述中渗透着编写者近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持续了十多年，且还在深入进行的“新基础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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