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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学丛书”将从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加强“丛书”的理论深度。
特别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时，借鉴并吸收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思
维科学、系统科学的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基础；在首重概括我国长期以来的教改实践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教育经验和成果的同时，注意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教育成果，努力探索各级各类
教育工作的规律，力求写出一定的新意和时代特点。
二是加强“丛书”的实用性。
理论的阐述力图密切联系当前教改实践中的问题，包括教育观点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
三是要求行文深入浅出，以适合广大教育工作者阅读。
通过以上三方面体现理论性、实践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为提高广大教育工作得的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
服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学原理>>

作者简介

　　扈中平，1954年生，四川人。
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
，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指导
组组长、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
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学分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
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联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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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可见，年轻一代个体的学习和认识过程具有间接性和简捷性的特点。
但是，要使他们的认识活动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并能走一条认识的捷径，并不是无条件的，而必须在
成人的引导和规范下才能成为可能。
成人对年轻一代认识的规范和引导就是教育（广义的教育），年轻一代在认识过程中能动地接受成人
的规范和引导便是受教育。
人之所以必须受教育，就在于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体间接地和简捷地认识人类已有的科学文化知识
；教育之所以为人类社会所必需，就在于它能够高效率地解决人的学习问题。
　　这样看来，因为人必须学习，所以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人必须系统地、高效率地学习，所以人还
必须受专门教育。
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是培养人。
所谓培养人，就是要解决受教育者的学习问题。
年轻一代要在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教育的情况下解决自身的学习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间接
地和简捷地认识客观世界。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即便是获取直接经验，必要的教育引导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引导和规范年轻一代间接和简捷地认识客观世界方面，学校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必要。
　　首先，学校教育向学生所传授的知识体系是根据社会的需要从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科学文化
知识中选择出来的最基本的认识材料，使之构成简约化和洁净化的教育内容。
它在_定程度上是人类知识的缩影，对学生认识世界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
这种以间接经验为主的教育内容大大扩展了学生个体认识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大大提高了他们认识的
起点，缩短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
　　第二，学校教育对教育内容的编制一般既考虑了科学文化知识本身的逻辑系统，又考虑了学生的
认识规律和心理特点，使之系统化、心理化。
它有利于学生系统、简捷和循序渐进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
　　第三，学校教育是通过专门的教育者即教师来实施的。
一般说来，他们比较明确教育目的，比较精通教育内容，比较熟悉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比较了解教
育这个转化活动的规律和方法。
显然，由专门教育人员组织的教育活动，一般质量较好，效率较高。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他们降生于世，首先所面临的是既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
文化，他们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之间较之成人存在着更大的矛盾。
他们更需要学习，因而也更需要受教育。
年轻一代不学习，就不能获得人类已经形成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实践能力、认识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也就无法进入社会，而要习得，特别是高效率地习得这些能力，就必须依靠年长一代的引导和规范
。
教育之所以得以发生，其根据就在于此。
这样看来，教育发生的逻辑应该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人的学习需要——他人对学习的
规范和引导——教育。
　　人类的种族经验是无法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的，而必须通过教育来传递。
因此，教育是人类特有的遗传方式，是人类自身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因而人的学习需求也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也
必将是永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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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即教育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教育之所以必需，之所以会发生和发展，其根本依据，都存在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原理》所研究的教育学原理，似乎可以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为其逻辑起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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