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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判断某一著作是否称得上“名著”，应有客观标准，而不能凭主观印象。
大英百科全书董事会主席提出了衡量“名著”的六条标准：一是名著是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而非畅销
于一时；二是面向大众，通俗易懂，而不是为少数专业人士写的书；三是名著不因时代变迁和政治、
思想、原则的变更而失其价值；四是名著言近旨远，隽永深刻，一页书的内容多于成本的其他著作；
五是名著有独到的见解，能言前人之所未言，言他人之所不敢言；六是名著探讨了人类长期困惑、悬
而未决的问题，并在某一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们认为，“名著”应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行各业的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雅俗共赏的名著，
一类是各个专业领域中主要供专业人士阅读的名著。
因为读者对象不同，对名著的要求也不同。
前述六条标准中，第二条标准只适用于前一类名著，其他五条适用于后一类名著。
本书所选的名著基本上符合后一类的五条标准。
它们是中外浩如烟海的教育文献中的精品，是中外教育历史发展长河中有深度的、有影响的理论著作
。
这些著作经过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炼，是公认的优秀作品，它们的价值是普遍的、永恒的。
读这些名著，不管是否同意或接受作者的观点，你都会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除了‘上述几条名著标准外，我们在考虑本书的篇目时，还特别注意了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这一
原则。
因此，我们还选择了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教育理论家或国际组织对当前和未来教育的各种独到见解的代
表作——尽管它们还有待历史或岁月的考验；同时，本着厚今但不薄古的“入选条件”，我们将选择
名著的时间界限延长到20世纪后期，力争做到融古今未来于一体。
这样，读者读完本书，不但可以了解教育理论的历史源流，而且可以了解教育理论在当代的发展状况
和对未来的展望。
　　同时也应该看到，教育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它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也
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理所当然地受到全人类的关注。
收入本书的教育名著的作者并不都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之中还兼有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
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等。
圈内人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非专业的教育工作者站在教育之外看教育，往往
比圈内人士别具慧眼、入木三分。
因此，善于“兼听”的读者必然从中受益。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关于洞穴的比喻，认为接受教育可以把人带出黑暗、愚昧的洞穴，走向
理性之光。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那么，我们在阅读名著的时候，如何才能走出“洞穴”，走向进步呢？
　　其一，阅读名著要有鉴别眼光。
名著是智慧的结晶和源泉，名著的作者都有其超乎常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创造力，他们为人类的文
明、智慧、经验、思想的积累和升华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世世代代的后人受到启迪和教益。
但是，一切历史上优秀、睿智的人物，都有由于时代、社会地位、个人经历等各种因素所带来的局限
性。
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位名著作者，即使是曾经或仍然声名显赫的大家，也不能盲目迷信。
说某一个人的话句句是真理，这是愚昧的宗教式的迷信。
名著中也有糟粕。
有时，精华和糟粕扭结在一起，难分难解；有时，精华藏匿在满是糟粕的内核中；有时，糟粕又藏匿
在闪闪发光的外壳中。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只是将每本名著的梗概、主要思想揭示给读者，使读者提要勾玄，作为进一步
选择、阅读原著的向导，我们没有对名著中的各种倾向、主义、论点和材料一一进行分析、评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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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我们相信，读者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会有足够的判断力对每一本名著或每一种观点作出高屋建瓴的
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善于作“剥取”功夫。
　　其二，阅读名著要有序有效。
我国宋代著名教育家朱熹曾详细论述了读书要有序有效的含义。
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
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
”并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
”他还在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
”有序读书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治学应该坚持不懈，不断长进。
体现在读具体的著作上，就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强调扎扎实实，一步
一步前进。
有效读书则是要反复阅读，在遍数上不能打马虎眼，对书中的内容要了如指掌，对名物训诂要一一领
会。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理解文章的精义及其思想真谛，就会水到渠成。
　　其三，阅读名著要有趣有法。
阅读的关键是产生阅读的兴趣，强制性阅读，结果并不好。
没有兴趣，读过的也忘了，收获也甚少。
君不见，在“应试教育”下的急功近利式的强制阅读，已经败坏了不少年轻学子的阅读胃口，使得读
书，特别是阅读经典，成了苦不堪言的事情。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该结束了。
然而人的兴趣不是天生的，是有意识地培养出来的，阅读名著同样要有趣有法。
许多名著篇幅很长，往往需要读好几遍，这就需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需要制订一个切合自己实际的
阅读计划。
而有些名著内涵丰富，其写作背景或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要想理解其深刻的主题，在
缺乏指导的情况下，对于青年学生来讲，难度较大。
本书为了方便青年学生阅读这些名著，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背景、著作的基本主题等作了简明、扼
要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培养阅读兴趣，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名著的思想和学术的价值
。
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
　　其四，阅读名著要认真务实。
读书永远是一种寂寥而高尚的精神活动，一个人的素质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审美观、道德观
和人生观——是通过读书来体现的。
阅读既是一个人了解世界和思考世界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的心灵自我观照的过程。
通过阅读来反刍自我、提升自我，从而养成内省和深思的习惯，这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
那种认为读书只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是为了获取教训别人材料的观点是很不足取的。
阅读名著时，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仔细体会，不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尤其不能主观臆断或穿凿附
会。
读书的感觉应像沭浴春风一样，书读多了，就能进入一种自发阶段：每每读到精彩之处，禁不住拍案
叫绝；有时看到好书就读，看着看着就入了迷。
久而久之，读书会形成一种习惯，可以让人的心灵变得洁净。
“拥书自雄”、“腹有诗书气自华”乃至理名言也。
　　其五，提倡写读书笔记。
这是阅读名著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读了某本书或某篇文章后，可以摘记其中精彩的句段，就自己确有所感的内容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时间长了，不仅能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也能使表达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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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做好读书笔记的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养成良好的习惯才会受益终生。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所以，读名著虽当以自修为主，但有不明白处也需向师友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联系，自
会有个人独到的解读与心得。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新科教授、栗洪武教授主编，刘新科教授负责外国教育名著
部分，栗洪武教授负责中国教育名著部分。
他们邀请了部分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参与此书的编撰，旨在实践中练兵，提高青年学子的理论素养和
学术水平。
编撰者的大名分列于每篇之后。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校领导，以及科研处、研究生处和教育科学学院等部门的大力
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谨识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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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教育名著选读”和“外国教育名著选读”两部分组成。
中国部分选取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颜之推、韩愈、朱熹、王守仁、王夫之、蔡元培、陶行
知等十一位教育家，外国部分选取了柏拉图、昆体良、夸美纽斯、洛克、卢梭、斐斯泰洛齐、赫尔巴
特、乌申斯基、杜威、布鲁纳、赞可夫、埃德加等十二位教育家，撷取这些教育家在世界教育史上具
有重大影响和学习价值的教育名著三十余种进行选读。
除除单篇外，每位教育家及其著作均有作者就简介、成书背景、内容精要、名著选读等内容。
本书结合这些教育名家的成长经历，阐述了不同名著的理论内容和实践特色，批判继承了中外历史上
进步的教育思想，对于提高读者的教育理论素养，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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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新科，男，1948年生，陕西扶风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
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第四、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陕西省比较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副教授。
长期从事中外教育史和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
出版专著《中外著名教学法述评》、《中外名师学行精华》、《陕西历代教育家评传》、《班级管理
概论》、《西方教学思想史论稿》等13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栗洪武，男，1956年生，陕西榆林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博
士生导师，兼任香港救助儿童基金会大陆项目咨询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理事、去过
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专业委员会理事等。
主要教学与研究专业方向为中国教育史和老解放区教育。
出版专著有《西学东渐欲中国近代教育思潮》、《中国教育发展史》、《少数民族教育是（回族教育
史卷）》等十多部，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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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中国教育名著选读孔子及其《论语》选读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内容精要四、名著选读
孟子及其《孟子》选读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内容精要四、名著选读荀子及其《荀子》选读
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内容精要四、名著选读《学记》选读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
内容精要四、名著选读董仲舒及其《对贤良策》选读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内容精要四、名
著选读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选读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内容精要四、名著选读韩愈及其
《师说》等选读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内容精要四、名著选读朱熹及其《朱子语类》等选读
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内容精要四、名著选读王守仁及其《传习录》选读一、作者简介二、
成书背景三、内容精要四、名著选读王夫之及其《习性诸论》选读一、作者简介二、成书背景三、内
容精要四、名著选读蔡元培及其《教育独立议》等选读陶行知及其《生活即教育》等选读外国教育名
著选读柏拉图及其《理想国》选读昆体良及其《雄辩术原理》选读夸美纽斯　及其《大教学论》选读
洛克及其《教育漫话》选读卢梭及其《爱弥儿》选读裴斯泰洛齐及其《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选
读赫尔巴特及其《普通教育学》选读乌申斯及其《人是教育的对象》选读杜威及其《民主主义与教育
》选读布鲁纳及其《教育过程》选读赞科夫及其《和教师的谈话》选读埃德加.富尔等及其《学会生存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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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及其《论语》选读　　一、作者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
末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其先祖为宋国大夫，由于贵族内部的纷争，逃到鲁国，到他的父亲孔纥时，家族已没落为下级武官。
孔子三岁丧父，家境贫寒，故他自称“吾少也贱”。
但他自幼勤学好问，经常做习礼的游戏。
长大后曾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等小官。
自三十岁左右，孔子开始私人讲学，向他请教的人越来越多，在鲁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史记》记载：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
在五十岁左右，孔子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不久又升为“司寇”，代理宰相。
在他从政期间，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取得外交上的胜利，恢复了鲁国以前所失的领土。
但当时鲁国的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他只做了三个月的司寇，便被迫离开鲁国，带着他的学生周
游列国，度过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
晚年时，孔子重返鲁国，叙《书》，传《礼》，删《诗》，正《乐》，修《春秋》，赞《周易》，专
门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直至去世。
　　《论语》二十篇是孔门弟子辑录的孔子言行录，也记载着一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教
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论语》为极其筒约的纪言体。
古人以漆书竹简作为编例，以韦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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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朗朗书房·教育史论丛书·中外教育名著选读》结合这些教育名家的成长经历，阐述了不同名
著的理论内容和实践特色，批判继承了中外历史上进步的教育思想，对于提高读者的教育理论素养，
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朗朗书房·教育史论丛书·中外教育名著选读》所选名著，均为中外教育文献中的精品，同时
也兼顾了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教育理论家或国际组织对当前和未来教育的各种独到见解，多选名著时间
亦延长至20世纪后期。
读完《朗朗书房·教育史论丛书·中外教育名著选读》，读者不但可以了解教育理论的历史源流，而
且可以了解教育理论在当代的发展状况和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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