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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的研究思路是围绕留美生与民国时期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展开，具体写
作中将循纵横交叉的思路进行，即在横向上就体现民国时期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方面对留美生
引进西方教育学的具体实况进行考察，基本是专题述评，每一部分就一个专题进行论述，从而达到深
入剖析的目的；但在整体的布局谋篇上，又遵循时间的线索，力图在纵向上勾勒出民国时期教育学发
展的过程。
主要内容包括留美生研习教育学的阵容分析，留美生与教育学术团体，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科体系，
留美生与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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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科，1965年4月出生，湖南省安乡县人。
1986年、1989年、2008年先后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89年6月以来，一直在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研究》、《教育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合著《
天津近代教育史》、《中小学创造教育与教学实验探索》、《教学论问题争鸣研究》、《大课程的理
论与实践》、《创造性思维与个性教学模式实验探索》等十余部。
现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兼任中国发明协会中小学创造教育
分会副会长、天津市教育科学学会理事、天津市教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基本理论、中国教育史、创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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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绪论一、课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二、研究现状三、课题相关概念的阐释四、研究方法及主要内
容第一章 学科渊源一、教育学的由来与发展二、教育学传入中国第二章 留美生研习教育学的阵容分
析一、留美生内部学科分布与教育学二、研习教育学的阵容的基本情况分析三、留学生涯第三章 留美
生与中国大学教育学系的创建与发展一、以大学系科为中心——中国教育学学科化的开端二、留美生
与中国大学教育学系的创建——制度化知识领域的形成三、留美生与高校教育学课程的设置第四章 留
美生与教育学术团体一、留美生与教育学术团体概况二、留美生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三、留美生与中国
教育学会第五章 留美生与教育学术期刊一、近代教育期刊之演进二、留美生与《新教育》三、留美生
与《教育杂志》第六章 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科体系一、留美生翻译、编著的教育学著作二、留美生与
教育学科体系基本问题的探讨三、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结构第七章 留美生与教育研究方法科学
化一、留美生与教育调查二、留美生与教育测验三、留美生与教育实验结语一、留美生传播、研究教
育学的特点二、强烈的中国化愿望与浓郁的美国味实践参考文献附录：留美教育学人小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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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留美生研习教育学的阵容分析　　一、留美生内部学科分布与教育学　　在中国留学史
上，容闳作为留学异域的先驱者形象是被一致公认的。
1847年，传教士布朗（Rev.Samuel Robbins Brown）携容闳、黄宽、黄胜等三人往美国留学，拉开了近
代中国留学史的序幕。
作为“中国受过美国系统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容闳回国后即致力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事业，并最终促成了自1872年起的4批共120人的幼童留美。
在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下，这120名幼童被安排学习军事、船政、路矿、机工，而无一人习文，1881他
们又被清政府提前撤回。
自此起至1909年“庚款”留美，中央政府组织的公费留美不复出现。
　　但是，选派幼童留美的举措毕竟开启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先河。
在他们之后，民间留美的行程始终未曾中断。
甲午战后，国人“憬然知国力之不竞，由学术之未新，举凡政治、社会之设施与改革，无一不资世界
最后出之学术与智能。
于是游学之风复劲，负笈海外者亦渐多”，美国科技发达、国力强盛，成为留学生的理想圣地。
各类自费生、各省及各大学选派留美生络绎不绝，留美人数开始有所上升。
据统计，1895年至1908年间留美生有近300名之多。
由于史料匮乏，早期留美生内部学科构成情况难以尽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内中习人文社会学科者当占一定比例。
当时的留美生朱庭祺在《美国留学界》一文中概要总结了“庚子以后十年之中”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可资考察的可靠依据。
文章中说：“庚子之后⋯⋯十年之中，来美者日多一日，今日留美学生，在大学及专门学堂者，有四
百二十七人，在高等学堂者，有二百三十二人，共六百五十人，在小学者尚不计，调查遗漏者亦不计
。
若合计之，必有七百余人”；“六百五十人中，已入大学及专门学堂者四百十八人，大学及专门学堂
者有中国学生留学者六十四校”；这“已入大学及专门学堂者四百十八人”中，学习教育的有十人。
遗憾的是这十人的具体情况文中没有详细介绍，我们无从得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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