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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理解历史、研究历史的一种新视角、新方法，心理史学自20世纪 80年代真正被中国史学界接
受、应用以来，拓宽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心理史学取向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也已初露端倪。
但在已有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界定模糊，研究范畴不明确，研究方法不当等问题。
本研究试图尝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对蔡元培、黄炎培和陶行知三位教育家社会心理和行为特
点的分析和探讨，构建一种以社会心理学概念、范畴为基础的心理史学研究范式。
同时，试图通过对三位教育家社会心理和行为特点的分析和探讨，拓宽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思
路，扩大中国教育史理解的范围，增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生动性，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能对当今中
国教育和教育者，提供某些新的借鉴和启迪。
　　本研究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第一章）。
通过对西方心理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本研究简略介绍了西方心理史学的涵义、研究领域和发
展趋势等问题。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教育史学等领域相关研究的特点和不足，进行了梳理和概括。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论题和研究设想。
　　第二部分：蔡元培、黄炎培和陶行知社会心理与行为特点的具体分析和研究（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
本研究以自我概念为出发点，探讨了三位教育家的成长历程与自我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在自我概念
影响下独特的行为方式；以自我为“锚定点”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归因风格；论证了研究对象走
上“教育救国”道路的社会心理基础；分析了研究对象对他人社会认知和态度的特点以及具体教育实
践的社会心理动机等。
　　第三部分：结语（第五章）。
通过具体分析，本研究确立了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一套心理史学研究范式，具体操作程序为：
首先，根据教育学和社会心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确定取样标准，选取研究对象；其次，根据心理学
和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确定史料选择的基本原则；再次，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确定具体研究领
域和范畴；最后，根据已经确定的研究领域和范畴，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得出结论。
本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第一，就自我概念而言，蔡、黄、陶都以儒家君子为理想自我追求，但由于理
论基础的不同，三位教育家的君子理想自我，又有些许的差异。
蔡元培认为“难进易退”亦君子，“外圆内方”在黄炎培看来不失君子风范，而对于陶行知来说，惟
有“力行”方为君子。
第二，就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归因风格而言，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的差异，蔡、黄、陶对中国社会的
认知和态度也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把中国社会问题归因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和可控的因素的归因风
格。
正是由于这种归因风格，才使得三位教育家都把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目光落在了教育上。
第三，就“教育救国” 的行为方向而言，由于蔡、黄、陶成长经历的不同和自我概念上的差异，三位
教育家又各自具有自己的教育主张和具体行为方向。
以“注重学术” 为自我概念的蔡元培选择了高等教育，并以培养“大学问”家、树立新的学风和建立
民主化、制度化的大学组织为自己教育救国的具体目标和行为方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教育主张。
以注重从实际中学习的黄炎培，由于对社会、生命生存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加之对传统教育培养出的
“文丐”的摒弃，选择了“生利”的职业教育作为救国的目标和行为方向。
从平民复为平民的陶行知，由于对国民素质在民主共和国家建设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由于认知自
我和理想自我的等同，最终选择了深入大众的教育救国方略，提出了“生活教育”的主张。
第四，就对他人的认知和态度而言，在以君子为理想自我追求的基础上，蔡、黄、陶都以强调“重行
轻言”为选择和评判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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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三人自我概念上的差异，形成认知和态度的“中心品质”又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
蔡元培以“ 学问”为选择和评判他人的中心品质。
在黄炎培看来，“中心品质”则是 “朴诚”，同时又从注重实际、从实际中学习的自我概念出发，接
受了“ 择交不如节取”的观念。
陶行知虽然也深知“不能用人的长处，便是自己的短处”，但由于在他那里，认知自我就是理想自我
，两者之间没有缓冲和回旋的余地，因此，陶行知在形成对他人的认知和态度时的“中心品质 ”即是
“真与行”。
总之，正是由于蔡元培、黄炎培和陶行知自我概念上的差异，最终表现出三位教育家各自行为方式上
的独特性，即“难进易退 ”、“外圆内方”和“求真力行”。
另外，通过对三位教育家的具体分析，本研究还就三位教育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近现代教育
家（知识分子）的独特性，三位教育家对今日教育者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引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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