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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科教育学是20世纪新开辟出来的学术领域。
它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
就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材料看，在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各学科教育学的博士论文。
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学科教育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
日本等国家也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70年代以来，日本已推出多套“学科教育学研究丛书”。
　　我国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也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工作，并由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于1988年发起，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届学科教育学
研讨会。
之后，又在大连、长沙、福州、烟台、上海等地相继召开了这样的学术研讨会。
在此期间，我国陆续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
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
者撰写出版了“学科教育学大系丛书”。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它必将推动这一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国际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
适应21世纪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必须具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很强的知识创新能力。
　　杨学礼，男1939年1 2月生北京人。
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学礼长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曾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学、普通物理专题研究等多门课程，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成绩显著。
已发表著作两部、论文20余篇。
社会兼职：北京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性健康教育学会副
理事长。
　　王长纯，男，内蒙古通辽人，1 942年11月生。
1965年北京师范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
曾任长春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东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外国教育研究》杂志副
主编、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现任首都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国际与比较教育中心主任等职。
学术兼职有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
中心学术委员等。
近期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传统哲学和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建设教育发展服务区探索教育发展
新模式》、《世界教育大系·初等教育》、《世界教育大系·印度教育》等学术论文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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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科教育学概论》包括导言－学科教育学研究的路径、中国学科教育实践与思想的历史考察、
西方学科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教育学科的历史发展、学科教育学知识构架的探索等9部分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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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中国学科教育实践的历史考察　　1.1.1中国学科教育的起源　　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的社会
实践或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中国教育史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到五十五万年以前北京猿人的社会活动
。
为了培养下一代与自然斗争的本领，打制粗石器与用火成了他们的一大教育内容。
同时，原始社会的人要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还必须“能群”，亦即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
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
这样，在原始社会的演化中，遵守风俗-B惯的教育日益重要，并同中国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密切
地联系起来，使原始社会的教育充满了泛灵论的色彩。
　　在由图腾崇拜衍生出的多神崇拜的各种祭神活动中，礼乐教育萌芽了。
“礼，大言之，便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是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
”①祭祀必有音乐和舞蹈相伴，一击一拊，一举手一投足，均有详细规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日益繁
细的仪式和禁忌。
　　据传说，最早专用于祭祀的场所，也是教育的场所日“明堂”，始建于神农(约相当于母系氏族社
会时期)。
“明堂始于神农，祭祀教民合于一室，故《淮南》谓其‘养民以公’，又日‘教化如神民’。
”②这表明，“六艺”萌芽于原始的祭祀活动。
但纵观漫长的原始氏族公社，其教育活动尚为一种自然形态的教育，学校系统并没有建立，学习科目
也未组织起来。
　　直到五千多年前，原始氏族公社开始解体，社会从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进入到农业与手工业的分
工，传统中“五帝”时代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攀上了自己的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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