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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建军主编的《教育学基础》是一本面向广义教育者的教育学通识教材。
与传统的、注重学科体系的教育学教材相比，本书更好地将教育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展现了
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问题与新变化。

《教育学基础》力求在具体的内容上更加突出实用性，更好地反映我国推行素质教育和实施新课程改
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取得的新经验、新成果。
作为通识课教材，本书可供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使用，也可供广大一线教师或教育学爱好者自学、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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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建军，男，汉族，1969年生，河南省南阳市人，教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教育学原理方向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
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常务理事。
2006年获得全国第十届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以及道德教育原理。
近年来先后主持“以生命为基础的教育理念研究”、“构建促进生命和谐发展的素质教育模式研究”
、“和谐社会道德教育独特性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研究、“高中阶
段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等省部级重点课题。

2000年以来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
篇。
出版学术专著《现代教育原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当代主体教育论》（江苏教育出
版社，2001，2004）、《生命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生命化教育》（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7）、《教育公正：政治哲学的视角》（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等。
其中《当代主体教育论》和《生命与教育》分获江苏省第八次、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当代主体教育论》又获全国第三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生命与教育》又获得全国高校出
版社优秀畅销书二等奖。
主编《现代教育学基础》被评为江苏省高校精品教材（2005）、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2004）
，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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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世纪是宗教鼎盛的时期。
宗教教育几乎是中世纪教育的全部。
因此，宗教教育学校在中世纪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典型，主要有三类：初等教义学校、教理学校和教会
学校。
　　（1）初等教义学校（也译为慕道学校）。
初等教义学校针对那些慕名而来的异教徒和犹太人中的年轻人，在他们成为教徒之前进行一定的预备
性的基督教教育。
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宗教教诲和道德教诲，唱《赞美诗》，记住圣经的一些内容，祈祷和沉思，目的是
使异教徒对基督教有所了解，为接受洗礼做准备。
　　（2）教理学校。
面对异教中有学问的人对基督教的攻击和质疑，为捍卫基督教的教义不至于为其他教义所颠覆，巩固
基督教的地位，就产生了教理学校。
教理学校并不是为了培养教士或基督徒，而是为了应对挑战，满足那些年轻好问者了解基督教的需要
，提供一种在基督教环境中获得知识以及从基督教的眼光看待世俗知识的机会。
教理学校教授世俗知识，但它对这些知识的阐释采用的是基督教视角，课程最后自然落到基督教神学
和对《圣经》的注释。
　　（3）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
教会学校主要有修道院学校、主教学校和教区学校。
修道院学校是在修道院中为儿童和孤儿进行教育的学校。
修道院学校的教育秉承修道院的宗旨，进入修道院学校学习的人都必须绝色（禁欲）、绝意（听命）
、绝财（安贫），终身不得反悔。
最初修道院只接受信服“三绝”的人，后来也接受了世俗之人。
不过它区分为内学和外学。
内学是为立志做神职，准备终身过修道生活的人设立的；外学是为不准备过修道生活，只是想取得教
士资格的人设立的。
主教学校是主教在其辖区内创办的学校。
主教委派自由艺术和神学学科的教师给儿童传授教会的生活要求。
主教学校多是大教堂的附设学校，主要培养神职人员，招收富家子弟。
教区学校，也称堂区学校，通常设在堂区教士所在的村落，是由教会举办的面向一般世俗群众的普通
学校，它主要普及基督教教义。
教区学校是西欧中世纪最普遍的教育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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