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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下）》是一部内容详备的中国教育思想史，完整、系统地论述了我国从古
至今的各个时期的教育思想，深入探讨了中国教育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各时期主要内容和重要理论、
代表人物思想结构、教学观、德育观、中西教育思想融合，以及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生
活教育、教育心理、教育改革等思想。
全书分为“古代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按纵、横两个模块展开论述
，纵向以时代发展为序，横向则着重于教育思想特点，相得益彰，独具特色。
　　《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下）》不少探讨问题多为学界首次涉及，颇具首创价值。
《中国教育思想史（套装上下册）》是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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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永新，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教
育实验发起人。
曾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学习，获博士学
位。
主修教育心理学。
日本上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曾任江苏省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被媒体称为中国市长中“学教育、研究教育和主管教育”的第
一人。
30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论著有《朱永新教育文集》（10卷本，中、韩、
日文版，英文版待出）、《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新教
育之梦》、《我的教育理想》、《新教育》、《回到教育原点》、《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等
著作。
主编有《当代日本教育丛书》、《新世纪教育文库》等30余种。
2005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2006年被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等主办的评选活动
评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2007年被中国改革与发展论坛组委会评为第七届“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
物”，2008年被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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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思想史一、教育思想史的性质及特点二、教师为什么要学习教育思想史三、
教师如何学习教育思想史古代卷第一章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一、古代教育思想的滥觞二、
两朵奇葩：孔子和《学记》三、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第二章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质一、古
代教育思想的生态环境二、古代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质三、古代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第三章 中国古代教
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一、冶乱学说——教育与社会发展二、人性理论——教育与人的发展三、人才观念
——教育目的与价值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德育观一、德育的功用二、德育的过程三、德育的原则与方法
第五章 中国古代的教学论一、教学的意义二、教学的内容三、教学的过程四、教学的原则与方法第六
章 中国古代的教师说一、师之变迁二、师之功能三、为师之道四、师生关系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读书
法一、读书法的纲领二、读书法的精华三、读书精要第八章 科举与中国古代教育一、科举的创立二、
科举的变迁三、科举的功过第九章 书院与中国古代教育一、书院的起源与勃兴二、书院的发展与沿革
三、书院教育的特色与贡献第十章 蒙学与中国古代教育一、蒙学的内容二、蒙学的特点三、训蒙的方
法近现代卷第一章 中西教育思想的会通与融合一、西学东渐与近代教育学的诞生二、近代教育思想的
演变三、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第二章 中国近代的洋务教育思想一、洋务教育思想的缘起二、洋务教育
思想的体系三、洋务教育思想的评价第三章 中国近代的维新教育思想一、早期维新派的教育理念二、
昙花一现的教育改革与改良派的教育蓝图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四、维新教育思想概观第四
章 中国现代的个性教育思想一、新文化运动与个性解放二、科玄论争与人生观追求三、社会改造与个
性塑造四、青年毛泽东与人格主义教育五、个性教育思想的透视第五章 中国现代的职业教育思想一、
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二、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三、职业教育思想的意义第六章 中国现代的
平民教育思想一、平民教育的宗旨与使命二、平民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三、平民教育思想的地位与影响
第七章 中国现代的乡村教育思想一、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建设二、乡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三、乡村教育
思想的分析第八章 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一、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二、生活教育理论的精髓三、生
活教育思想的价值第九章 中国现代的活教育思想一、“活教育”的酝酿与提出二、活教育理论的体系
与原则三、活教育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十章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革命教育思想一、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
育方针二、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办学思想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德育思想四、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学理
论五、根据地和解放区革命教育思想的启示当代卷第一章 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的历程一、当代教育的成
就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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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样，我们就能体会孔子告诫弟子的良苦用心了，无论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还是“学
也，禄在其中矣”，都反映了孔子重政务的倾向。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大致可以发现一条“心理-伦理-政治”的轨迹，最典
型的表述见于《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
而后天下平。
”这就是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心理工夫，是为了达到“修身”、“齐家
”的伦理境界；而“修身”、“齐家”的伦理境界，又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
这个“心理-伦理-政治”的道德教育程序，经过朱熹的阐发，成为后世封建教育的基本模式。
而科举考试制度则从行政与法律的角度，把这个程序或模式强有力地固定下来，使教育完全成了统治
者实行“德治”，维护封建社会稳定秩序的一种工具。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这种重政务而轻自然的特质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格，从积极方面讲，它鼓励人们介
入社会政治生活，使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在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能不畏缩
退避，慷慨赴义。
从消极方面讲，由于过分强调教育所具有的治国安邦、教化人民的政治功能，虽然在形式上抬高了教
育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导致了教育功能的“窄化”，限制了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生产技艺的进步，
也限制了自然科学与生产技艺的教育。
陈独秀在《随感录·学术独立》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古代学术不发达的原因，他说：“中国学术不发达
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譬如文学白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
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
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
为伦理学之附属品。
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学为政治学之附
属品。
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也，而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
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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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思想史(套装上下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教授的推荐：朱永新教授不仅对
中国的教育发展有着深刻的反思，他还是一化思想活跃、笔耕不辍的学者与实践者。
多年来，朱教授完成和参与完成了多部学术著作，具有深厚的思想史研究基础。
这本《中国敦育思想史》历史跨度人，系统总结、分析了从远古到新世纪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并特别提出了教育思想的独特贡献和学术成就。
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展示了朱水新教授学术视野开阔、学术功底深厚的“另一
面”，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论著。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的推荐：山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永新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思思史》
，系统地研究r从远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史。
这部“思想史”打破了传统的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的教育思想史写法，采用专题研究与时代发展相
结合的多种手法.既脉络清晰，更突出作者的思想观点。
这本近百万字的学术专著，还注意从中两比较、占今对照的多重研究视角，把博大精深、传承有序的
中国教育思想史放在一个宏大的参照系平台上进行对比研究，对中国教育思想史的个性特征提出更深
刻的见解。
这是朱教授长期以来对这一领域潜心研究和理性思考的结晶，是有别于传统“思想史”的胜人之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部著作的内容人部分是关于古代教育的阐述，但全书文字流畅，没有阅读
其他思想史著作时常有的沉闷、晦涩和枯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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