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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师范学校教材：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以“教师——教育世界的创造者”作为开篇，
是想让每一个阅读此书的人一开始就进入现代理想教师的角色定位。
接下来的两章为读者提供的是：关于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的、从历史到现实的、全景式和全程式的基
本认识。
第三和第四两章是关于教育活动的两大重要基石——社会与生命的理论阐述，同时也涉及了当代中国
社会与学生的状况。
第五、六章是有关学校基本问题的总体式分析。
最后的四章分析了学校的基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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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班级行为的因素与班级建设的特点（二）班级建设的内容与举措附录 美国成功教师的五项标准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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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全球化是什么　　（1）全球化体现为一种变化过程。
全球化的含义分歧巨大，但似乎有一点是东西方学者都认可的，那就是全球化体现为一种变化的过程
。
美国的学者声称：如果人类生存条件的首要特点是变化，即习惯与规范的变革，那么“全球化”一词
似乎贴切地表现了人们对领土和国家制度的传统安排所关注的“某种东西”；这个词正好包含变化的
意思，因此它能够把现象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普遍状态或一种人们所希望的最终状态区别开
来。
①我国的学者也认为：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进程，是人类不断跨越空
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
同行动的过程。
②　　（2）全球化体现为一种全球一体化的过程。
人们在描述全球化进程时，注意到了其中所包括的两个趋向相同但形态不尽一致的阶段。
它首先是指地球上彼此分立的民族、国家进行交往形成世界概念的一体化的过程。
在这一阶段，早发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攫取资本、扩张领土、扩大市场为动力，将其已有的政治、
经济、文化价值推向相对落后的美洲、非洲以及亚洲。
马克思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个过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
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
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
方式”。
③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单向度的一体化过程。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具有互动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到来的过程。
人们认为，这是一场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全球化运动，人类社会不再是一个人为的、简单的拼盘，而是
一个有机的系统和整体，人类的交往方式正发生着新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各国开始主动参与全球化
而不再拒斥国际规则和通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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