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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选择·融合·发展》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马
克思土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导入、传播历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
理论形成发展以及教育实践改革中的实际影响进行比较徠入的分析，尤其注重从选择、融合、发展的
视角考量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巾国国情的调适过程。
我们相信，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不仅在推进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仁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上义教育体系，在鲜
活的教育改革实践中不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打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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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导人和传播　　清末以来，东渡日本留学
成了近代史上的光辉篇章，负笈东渡的人多种多样，有英姿勃发的青年学生，有白发髯髯的老人，有
求知救国的爱国人士，还有因各种原因到日本避难的有识之士。
清末开始的留日热，最早始于1896年13名幼童留学日本，自此拉开了留学日本的序幕，直到新中国成
立为止，产生过三次留日高潮。
留日学生以日本为中介，把西方各国的先进思想介绍到当时正缺乏思想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
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导人而导人我国。
这段时期，留日学生不仅对我国近代政治革命的兴起发展，而且对近代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了重
大作用，尤其是在思想层面所起到的引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一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导入一一以日本为中介　　清末留学日本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波
澜壮阔的一件大事，从1896年到1918年间，留学人数蔚为壮观，“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1905
、1906年人数分别高达8000多人⑧。
尽管他们留学的目的和动机各不相同，但由于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者的影响，在学习
西方先进思想的动力驱使之下，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日本初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翻译为途
径，通过办报纸、杂志等渠道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同时，亦使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随之在
中国大地得以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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