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0472063

10位ISBN编号：7500472064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姜朝晖

页数：409

字数：31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上半期，主要是民国时期，在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教育独立思潮，除了20年
代初以北京教育界为主体的教育独立运动和20年代末的大学院大学区改革这些显性表现之外，还对这
一思潮在清末民初的诞生、30年代以后发展的余脉等重要历史阶段进行了充分探讨。
在考实性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宏观视角，客观评价了教育独立思潮以它
一偏之见的方式所提出的命题——现代教育应该充分重视受教者的个人价值，而且相对于政治、经济
等其他社会部门来说，现代教育基于其文化特质之上的主体地位也应该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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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民国教育界围绕着政教关系对教育主体规律的探索集
中体现在民国教育独立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上。
民国时期教育界所使用的“教育独立”概念具有两种语义。
一是指尊重教育规律，反对教育被政治工具化，反对政权、政党、政潮和意识形态干扰、干预、控制
教育；并对于教育界自身的政治关怀意识和参政方式也采取克制和谨慎的态度。
另一种语义是指教育主权的独立和教育内涵的民族化，主张不依赖于外国势力、不因袭和照搬外国模
式，教育界的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都是这个意思。
本书所关注的教育独立思潮主要是指“教育独立”的第一层意义，因为事实上“教育独立于政治”或
者称为“排斥政治对教育的干扰”是民国初年产生、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断的教育独立思潮最核心的
理念。
这一思潮体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现代主体价值和独特规律的认知、对知识分子自身的
现代职业身份的觉悟、对知识分子自身独立人格的维护，它包含一系列的具体诉求，如教育经费独立
、教育行政独立、教育思想独立、学人参政自律、大学自治，等等。
从逻辑内涵上它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反对政治对教育的无知干涉，为教育争取更宽广的自主独立空
间；二是教育界对自身参政的规约。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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