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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素质教育深入发展，课程改革如火如荼，我国的基础教育正面临着一场深层次的革命。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教育变革，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提高质量已成为新
世纪教师队伍建设的主旋律。
无论是职前培养还是职后培训，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师个人，都需要以一种新的姿态迎接这一转变
。
　　2001年以来，山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新课程培训中来。
按照统筹规划、分段实施、分层培训、梯次推进的原则，从小学、初中、高中起始年级开始，按年级
梯次推进，按课程改革实验进度滚动发展。
几年来，省、市、县、校举办了多层次、大规模的新课程通识培训、学科培训和教材培训，为保障课
程改革的顺利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实施大规模通识培训和学科培训后，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实际
问题。
我们认为，新的教育理念只有转化为教师个人的观念、体现在教师个性化的教学实践中才具有现实意
义，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只有教师本人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培训、研究，才能得到真
正意义上的解决。
观念的转变、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贯穿于新课程实施的始终，需要教师在
实践过程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提高。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新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教师与新课程共同成长的过程。
因此，以支持教师专业发展为己任的教师培训，其内容、模式、方法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任重而道远
。
　　为不断提高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改革教师培训模式，2008年以来，山东省着手建设“山
东省教师教育网”，成功开展了10万6千余名高中教师新课程远程研修。
2009年，再次成功组织10万6千余名高中教师和6万5千余名初中教师新课程远程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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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维持了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
关于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德育以及学校管理的概括表述，使中小学教师宏观上对教育理论
的发展与变革有一个全貌式的了解，从而为教师们提供一个提高自身素养和实施教育改革的良好基础
。
     本书将教师专业发展单列，汇总了国内外关于教师教育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以期帮助教师更好更
快地实现专业成长。
     本书形式灵活，可读性强。
每一章的首页，都专门添加了“内容提要”部分，让教师们能够迅速把握每一章的结构和重点。
文中还根据需要插入了许多小知识、小案例，力图避免教材的过分枯燥，拓展了相关内容并增加鲜活
性，同时引导读者综合运用本章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当中的实际问题。
     本书不但适合于广大中小学教师使用，也适合于师范院校在校学生作为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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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也是伴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说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范畴。
一、追溯教育的起源关于教育的起源，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观点。
以法国学者利托尔诺和英国学者沛西·能为代表的生物起源论者认为人类教育发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
物的生存本能活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动物界也存在教育现象。
以美国教育家孟禄为代表的心理起源论者则认为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
孟禄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根据原始社会没有学校、没有教师、没有教材的原始史实，判定教育应起
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
这两种观点的共同缺陷是都否认了教育的社会属性，否认了教育是一种自觉有意识的活动，把动物本
能和儿童无意识的模仿同有意识的教育混为一谈，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坚持教育的劳动起源论。
通过科学分析人类祖先的产生及开始制造工具前后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
具体言之，教育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
首先，推动人类教育起源的直接动因是劳动过程中人们传递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实际社会需要。
劳动创造了人，人类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了关于生产和生活的经验，为了种族的生存和发
展，需要把这些经验向下一代传递，而这种经验的传递就是教育（广义的教育）。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人类的教育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其次，教育也起源于个体发展的需要。
人类的新生个体从出生到成为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至少要经历十几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个体需要掌握谋生的知识、技能、经验，了解所在群体的规范、习俗等，这都需要通过向
上一代学习来获得。
而也正是通过这一学习的过程，个体实现了自身的成长。
因此，教育的起源就不仅有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共同之处：随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出于人类谋求社
会生活的需要；而且有其自身的独有特质：教育也起源于个体发展的需要，是人的社会需要和人的自
身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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