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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西方师范教育机构的转型，共分为四编。
其中，第一编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导、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单中惠教授
撰写；第二编由沈阳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王凤玉博士撰写；第三编由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王晓宇博士
撰写；第四编由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徐征博士撰写。
全书最后由单中惠统稿和润色。

　　本书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要衷心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对出版学术著作的远见卓识和热忱支
持，还要诚挚感谢教育理论编辑室蒋伟编审、王金洲编辑对本书出版的精心指导和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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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种理念指导之下，美国教育使节团批评了日本二战前的师范教育，并提出教师养成制度的改
革建议。
在教师养成水准上，要求教师养成教育必须是进行教师专业预备教育和充分的高等普通教育的高水准
教育，应在中等学校教育上再接受4年教师养成教育。
在教师养成课程上，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包含相关现代文明、科学、经济、政治等学习在内
的普通高等教育；二是包含教材研究在内的教育专业教育；三是包含有关教育的历史、指导、组织、
儿童研究、教学方法等专门教育。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教育使节团没有提出废除师范学校，但美国从20世纪前半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师范
学院模式成为其关于日本教师养成制度改革的基本依据。
　　（二）日本教育刷新委员会的建议　　在师范教育改革的问题上，日本教育刷新委员会将它与“
六·三·三”学制体系一起进行研究和构想。
该委员会的委员们批判二战前日本师范教育机构缺乏学术研究、封闭倾向严重，师范生视野短浅、因
循守旧，因此它培养出来的教师无法担当国民教育的重任。
日本教育刷新委员会的第五特别委员会负责研讨学制改革，他们根据对二战前师范教育的批判来审议
教师养成制度问题。
他们在改革师范学校的根本问题上意见一致，先后共提出3次有关教师养成制度的建议，其中在第一
次建议即1946年12月的《关于学制问题》的建议中，确定了“大学培养教师”这一原则。
　　为了更好地研讨如何在大学里培养教师，1947年3月，日本教育刷新委员会又设立了第八特别委员
会。
他们在是否应设立以教师养成为目的的专门教育机构（教育大学等）方面产生分歧，并展开了激烈争
论。
在该特别委员会中，既有从旧师范学校中选举出来的委员，也有来自旧帝国大学系统的委员。
这两部分委员在对旧师范教育体制的批判上意见基本一致，但在今后以何种形式培养教师的问题上意
见尖锐对立。
一方面，来自旧帝国大学系统的委员认为，只有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能成为教师，因而要求他们掌握真
正的学问，至于教育技能、教学方法，可以在教学实践中获取，因此不主张设立专门培养教师的大学
与系部。
另一方面，来自旧师范学校的委员认为，尽管应该承认师范教育必须在大学里进行，但教师还要有特
殊教养、技能以及教育工作的精神，尤其是教育工作的精神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培养起来的，因此主张
在大学里设置特别系部、学科进行教师培养工作。
教师培养机构应该持续下去。
其实，这种分歧不仅是基于对旧制师范学校在新学制中的地位的忧虑，而且反映出对小学教师工作性
质的认识分歧，甚至还涉及到对“教育学”的不同看法。
例如，来自旧帝国大学系统的委员对“教育学”的学术水平及实践中的有效性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
度。
①虽然自昭和时期就开始的高等师范学校存废的多次争论一时难有结论，但面对“六·三·三”新学
制所带来的巨大的教师需求的现实，必须寻求解决的方法。
最后，第八特别委员会两次修正了最初的“教育大学”的构想，建议采取以培养教师为主体的“学艺
大学”的方案。
②1947年5月9日，日本教育刷新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教师养成问题（之一）》的建议，即除在一般大
学中设置教师培养所必需的课程外，还要设立以培养教师为主的学艺大学（或系部），并从其毕业生
中录用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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