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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学教育学》是在总结以往教育学课程教材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师教育课
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简称教师教育中心)组织编写的，供全国培养小学教师的高等院校使用。
 从适应我国师范教育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小学教育学》较之以往的教育学教材，在体系
和内容上都作了较大变动。
首先，为了使师范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教育学原理的基本知识，《小学教育学》适当加强了
学术性，提高了理论水平。
其次，加强了时代性，力求反映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新成果，向师范生提供一些教育现代化的信息
。
为了落实我国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和推进素质教育，增加了“教育的组成部分”一章，系统阐述德、
智、体、美各育的内容和联系，并使其与“教育目的”一章衔接起来；还增加了“学校”“课程”“
学校咨询与辅导”“教育测验与评价”和“教育法”等章节，以体现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时代发展对
人民教师素质的新要求。
在“教学”等章节，简要介绍了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思想流派，为师范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参考资料。
在“学校”一章，还探讨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渗透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全社会都要来关心、支持教育”等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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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济，1921年生，山东即墨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科学分支副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学科
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现名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第二、三、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
教育学会第二、三届副会长等。
现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
著有《教育哲学》、《教育哲学通论》、《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等；主编或合作主编有《教育学》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现代教育论》等。
主要论著荣获国家图书奖等各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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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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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教师的社会地位、作用及劳动特点第二节　教师素质第三节　师生关系第四节　教师资格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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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第二节　智育第三节　体育第四节　美育思考题　教育实践活动第七章　课程第一节　课程概
述第二节　课程的基本范畴第三节　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思考题教育实践活动第八章　教学第一节　教
学的意义与任务第二节　教学活动的本质与模式第三节　教学原则第四节　教学组织形式第五节　教
学方法第六节　教学手段第七节　小学教学工作的实施思考题教育实践活动第九章　课外活动第一节
　课外活动的意义与作用第二节　课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第三节　课外活动的设计与指导思考题　教
育实践活动第十章　班主任与少先队工作第一节　班主任工作第二节　少先队工作思考题　教育实践
活动第十一章　学校咨询与辅导第一节　学校咨询与辅导概述第二节　咨询第三节　心理健康辅导思
考题教育实践活动第十二章　教育测验与评价第一节　教育测验第二节　教育评价思考题　教育实践
活动第十三章　教育法第一节　教育与法律第二节　学校中的法律关系第三节　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
思考题教育实践活动第十四章　教育研究方法第一节　教育研究概述第二节　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
三节　资料的分析与报告思考题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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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第一节 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教育学的发展历程概述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简
言之就是教育。
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活动、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
教育学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需要其他有关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的参与。
　　在教育尚处于萌芽和经验阶段，作为总结教育经验、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教育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教育学还没有成为独立学科。
古代的教育思想常常是同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的，如中国古代的《论语》和西
方古代的《理想国》等，虽然这些著作包含不少有关教育的论述，但都不能称为教育专著。
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著，应算中国的《学记》（一般认为成书于先秦）；西方最早的教育专著当推古
罗马昆体良（约35—95）的《雄辩术原理》，但它们尚不具备比较完整的教育学体系。
英国学者培根（1561—1626）于1623年发表了《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一文，在对科学的分类中，首
次把教育学列为一门独立学科。
这时已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科学分类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我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打破“学在官府”的限制，
推进了文化下移。
相传他培养弟子达3000人，身通六艺者72人。
他还整理、编订了《诗》《书》《礼》《易》《春秋》等，并以其为教材教育弟子。
其言论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而成《论语》一书（其中也记载了孔子部分弟子的言
行），为儒家经典之一，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该书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人格；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耻下问、身体力行、学思结合
、温故知新等教育教学方法都有重要的记述。
孔子已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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