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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从启动及至今日，如何处理中西古今的关系问题，始终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孜孜不倦地为此而求索，其中，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教育
中国化运动，前后持续十多年，参与的教育社团和人员众多，提出的各种教育改革方案异彩纷呈，是
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
　　当时，众多的教育工作者为了探寻中国教育的发展之路，纷纷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清末以来的
新教育所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新教育的主要症结在于抄袭和模仿，认为过多的抄袭和
模仿的教育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性，主张要进行中国化改造，并在中国国情民性的基础上创造出适
合中国的教育。
不仅如此，当时为数不少的教育社团，以及大量的教育家、教育工作者，还深入全国各地调查社会状
况和教育现状，开展各种内容与形式的教育实验，寻找中国教育的出路，形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
场颇具规模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运动才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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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一书是作者以翔实的材料和独特的视角剖析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历程，
在此基础上对新教育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
同时作者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讨论情况、关注焦点和特点等进行了总结，并选取典型人物深入剖析，把
其横断面和纵深度相结合，反映出这场运动的全貌。
该书从整体透视到个案剖析，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探索，做到了纵横交错，点面结合，全面而深入，是
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一部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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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海云，1977年生，山西沁水人。
2006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史等学科研究工作。
兼任《教育史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
参与了《中国道家道教教育思想史（先秦至隋唐卷）》、《教育学》等书的编撰工作。
参与并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在《齐鲁学刊》、《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思
想理论教育》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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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侯怀银对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中国化实质的剖析，他认为这些关系是当时解决教育学中国化
问题必须要处理的。
当今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这三个关系的处理仍是解决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关键，因此
有必要反思这段历史，总结经验，以探寻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彻底解决。
　　侯怀银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中国化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并指出当时的进展情况，而且他
的资料做得很翔实，这些都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和资料线索。
当然，他所做的是教育学研究，领域局限于教育学，没有涉及新教育中国化讨论的具体问题，尤其是
实践方面的问题。
　　第四，教育学中国化伴随着现代教育发展。
金林祥主编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②在肯定引进教育学科“大大缩短了中国传统封
建教育向近代资产阶级教育进化的历程”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清末民初教育学科中国化探索的过程
。
指出：因为“刚刚起步”，“中国教育学科不是处于一种研究教育、服务实际的状态，而是以传授国
外教育学科知识为主”。
“但国人萌发了结合中国社会和教育实践的良好愿望⋯⋯试图立足于本国教育实情”。
结果，“由于大量引进西方教育理论，以‘速成’方式建立起了教育学科体系的初步框架，大大缩短
了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向近代资产阶级教育进化的历程”。
而在分析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间教育学科体系的特征时，金教授认为首要的特征
就是“以西方成形学科为基础，以中国实际需要为出发点”。
他指出当时的教育工作者在吸取西方教育分类标准和框架的同时，根据中国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各自的
教育实践建立了自己的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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