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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修身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它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亦体现了古人崇高的精神追求。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
修身文化也是时代之产物。
时至近代，面对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修身文化将何去何从，既关乎其自身的发展流变，亦关
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清末民初修身思想研究：以修身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以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充分占有史料的
基础上，对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及其中蕴涵的修身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与分析。
通过本书，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及其修身思想的历史面貌，而且对今人的修身和
当下的修身教育亦不无启示；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缺憾与不足，而且对人们了解我国古代修身文
化的近代转型亦不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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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静，女，河南洛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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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要结合学生的实际。
教科书的使用对象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因此，教科书的编写要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征、认
知特点来编写。
清末民初的修身教科书主要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因此，其编写形式与内容就充分体现了不同年龄阶段
学生的认知规律。
如低年级教科书，体裁多采用图画、故事、游戏，素材则多选取儿童熟悉而又喜闻乐见的身边的人事
物，寓道理于故事之中，而不是抽象的说教。
随着年级的增高，图画与故事减少，字数增加，道理加深。
　　三要结合生活实践的需要，加强实践做法的内容。
尤其是思想品德教科书，更需注意此点。
因为德育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知识层面，最终必须落实到实践中去，因此，教给学生道德知识的同时，
还要结合学生的生活需要，教给他们具体的实践做法与步骤，以指导他们的道德实践。
修身教科书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以商务印书馆1912年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教授法》（初小，秋季）为例，第二册第十三课礼
节，在讲了礼节的重要性之后，列出具体做法：“（一）行路相见，鞠躬为最简便之礼节；（二）座
位以左为上，无论何方向，咸以客居于吾之左边为上；（三）在客前或友前，勿喧哗争吵，举动宜端
庄，同学友来，亦当告知父母，捧茶敬之；（四）同辈行在途，可并肩行，若与尊长同走，则随其后
，勿与并行，如尊长命前行，则超其前行走亦可。
”①其做法之具体详尽是今天的思想品德教科书望尘莫及的，而教育成效显然要好得多。
　　其次，教科书的思想来源必须具有开放性，能够广泛吸收古今中西各家之长。
德育及德育教科书各国皆有，且各国的德育理论与方法，德育教科书的编辑形式，都各有特色，各有
短长。
唯有与各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我国的德育与德育教科书的发展日渐进步。
因此，当今需要继续加强中西德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探索二者的融合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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