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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知识更新日趋频繁，全民学习、终身学习
已经成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8％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23.3％，已
经进入到大众化的发展阶段，这其中高等继续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高等继续教育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实现“形成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宏伟目标，发挥着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
的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规模已占全国高等教育的一半左右，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以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各种岗位上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需要通过边工作边
学习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可见，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又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国的高等继续教育要抓住机遇发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抓好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众所周知，高等继续教育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已经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这就决定了高
等继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要求的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因此，高等继续教育教材的编写“要本着学用结合的原则，重视从业人员的知识更新，提高广大从业
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体现出高等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和职业性特色。
　　为适应我国高等继续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培养应用型人才、满足广大学员的学习需要，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对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进行专题研讨，成立
了教材编审委员会，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山西财经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黑龙江大学等30多所高校，共同编撰
了“21世纪高等继续教育精品教材”，计划在两三年内陆续推出百种高等继续教育精品系列教材。
教材编审委员会对该系列教材的作者进行了严格的遴选，编写教材的专家、教授都有着丰富的继续教
育教学经验和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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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综合了以往教材的体例并吸纳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新材料，联系教育实际，归纳出教育学原理中
的一般问题，分成十二个专题展开论述。
在教材编写体例上，各章均包括“本章要点提示”、“本章内容引言”、“正文”、“本章小结”、
“关键概念”、“复习题”、“讨论及思考题”七个部分。
其中，“本章要点提示”以最简明的形式揭示本章学习要点。
“本章内容引言”旨在引出各章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正文”则是该章内容的主体部分，对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展开论述和说明，并插入大量知识或思
考模块，以拓展章节内容。
“本章小结”紧接正文，对一章内容作简要归纳和回顾，与引言部分相应。
“关键概念”列出该章应掌握的基本概念。
“复习题”就该章的基本内容进行提问，以供自我检测和复习。
“讨论及思考题”则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或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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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内容力求做到简明、全面、丰富、有代表性。
由于本教材强调了教育理论的基础性和实用性，具有提纲挈领的特点，因此不但适合于院校在校学生
使用，也适合于函授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的学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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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现代教育　　现代教育是与大生产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现代化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要求的现代人的活动。
它是和现代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发展相伴而生的。
随着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教育相应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期约100年的时间为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技术革命。
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教育培养具有初步读、写、算能力，具有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常识并能操纵机
器的劳动者，当然也要求教育培养一定数量的中高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政治统治人才。
　　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与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在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
家和苏联的发展相适应的，时间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
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电气化提高了对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要求一般
体力劳动者有更广泛的科学素质和更高的智力水平。
于是推动了初中教育的普及、中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中期到现在这段时间。
这个阶段和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相适应，它以信息技术在现代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在这个阶段，现代教育的变革非常迅速，各国先后立法，进行教育改革，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在努力提高中等教育的普及率和质量的同时，高等教育也向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短期大学、初等学
院大量涌现。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发展迅速。
　　从宏观上看，现代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下述特点：　　（1）现代教育与生产劳动日趋结合
。
　　古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突出了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特点。
而现代，现代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且日益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要求进一步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
合，加强学校与生产部门的联系，这就表现了现代教育为生产服务的特点。
教育是培养各种劳动力最有效的途径。
　　（2）现代教育具有普及性。
　　现代教育打破了古代教育被统治者独占的局面。
现代生产不仅要求培养各种专门人才，而且要求每个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是与劳动者所具有的文化知识水平成正比的。
劳动工具中所蕴含的智力的物化水平越高，要求劳动者的文化水平也就越高。
为适应这种现代生产，要求现代教育不断扩大义务教育的范围，不断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提高义务
教育的质量，所以普及教育是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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