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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教育学、心理学》是一部以条目形式总结百年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人学术成果的大型工具书。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教育学、心理学》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
各卷以学科体系为框架，分学科研究、专题研究、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团
体、学术刊物等7类条目。
其中学科研究和专题研究为主体内容，占各卷的主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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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国之初，中国全面模仿前苏联，建起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种社会制度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与此相适应，教育被单一地视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本身没有任何独立性，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作
为教育之核心的课程是由中央确定的，课程实施者无权过问课程的开发问题。
课程的行政管理也是集权化的，中央通过线性的科层体制和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教科书”对课程进行管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对课程没有任何自主权。
　　此间的教育研究和课程研究同样因袭前苏联模式。
教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是由凯洛夫主编《教育学》所框定的——教育学由“总论”、“教学论”、
“教育论”、“管理论”四板块所组成。
在这个框架中，课程是作为“教学内容”在“教学论”中加以阐述的，因为课程是中央定的，所以无
需对其价值取向和开发原理进行研究，所需做的是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等课
程文件进行合理化解释。
这样，在计划体制下，课程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变为真空状态。
而且，课程必然与教学相割裂：课程是内容，教学是过程、手段。
　　③课程论的复苏（1978～198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
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社会全面恢复与振兴的新时期。
这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力图根治教育体制条块分割、统得过
多、管得过死等弊端，扩大基层教育机构的权限，倡导校长负责制。
1986年，我国正式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为实施本法，1988年制定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
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
1986年成立了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权威性的教材审定机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
属的若干个“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
这对中国课程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确定教学大纲和教材必须经过审查和审定，在课程教材管理方面采用“一纲多本”的办法，实行编审
分开，不同单位和个人可根据本地区实际开发课程教材，经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后可合法使用。
这样，地方拥有了开发课程教材的自主权，所以自20世80年代末以来，中国掀起了课程教材改革的高
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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