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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论述了我国从远古时期至建国后三十五年的教育，全面阐释了我国
教育的产生、演变、发展的全过程，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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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五四”时期的教育第一节 从反封建的文化教育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新文
化运动与反封建复古教育的斗争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
影响第二节 学校教育的改革一、新教育社团与新教育运动二、学校教育改革的内容第三节 平民教育
运动与平民教育思潮一、平民教育思潮与平民教育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二、平民教育思潮的演变与分化
第四节 工读运动与工读思潮一、工读运动的产生与发展一、“工读”旗帜下不同的思想内容和演变第
五节 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初步实践第十八章 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教育第一节 1922年的学制改革和学校教育一、新学制的酝酿与制定一、“六三三
”分段的学制系统三、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四、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二节 我国师范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一
、清朝末年的师范教育二、辛亥革命后师范教育的改革三、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的师范教育第三节 反
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斗争一、收回教育权运动二、教育独立运动三、反对封建主义奴化
教育的斗争第四节 工农群众教育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教育的主张二、工人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三
、农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四、传统的私塾教育及其他第五节 革命干部教育一、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
校二、上海大学三、农民运动讲习所四、黄埔军校第十九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第一
节 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地区的教育一、苏区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二、蓬勃发展的各级各类教育第二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二、高等教育三、中等教育四、小学教育五、
群众业余教育⋯⋯第二十章 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第二十一章 日伪占领区的教育第二十二章 教育思想
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

章节摘录

　　1932年以后，随着日伪统治的加强，殖民地的学校体系便逐渐建立起来，到1937年所谓“新学制
”的制定与颁布已正式形成它的特点是：　　（一）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　　在初等与中等教育方
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造成文化落后的现象，以适应其实行法西斯
统治的需要，竭力实行奴化愚民教育。
这首先表现在教育经费很少，缩短修业年限。
日伪时期的教育经费，仅占日伪财政支出的2%左右将整个学程缩短为十三年，尤其将“三三制”的中
学，改为修业年限四年的国民高等学校。
不仅缩短年限，而且取消升学预备期，分为农、工、商、商船、水产等科的职业性中学，降低中等教
育的文化水平。
其次表现在教育内容方面，1935年以后，中、小学使用的教科书一律改为“国定”，并提出“国定”
教科书的编纂“以期贯彻各种诏书及建国宣言之旨趣与明确建国精神；使深刻认识日本帝国而确实理
解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以期复兴礼教，振兴东洋道德，以图科学知识进展，以谋劳作教育之振兴”为
原则。
①根据这一原则，凡被认为不适当的教材，一律被禁用，从而在教学内容上不断地加强反动政治思想
的宣传。
如在小学不断增加修身、经学的教学时数，并设有“国民科”，把日本殖民主义政治与语文混在起，
几乎占全部课时的二分之一。
不仅把日伪的《宣言》，《诏书》、《敕语》等塞进教材，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娴熟地背诵，一无错漏
地默写全文，借以向青少年儿童灌输崇拜日本天皇，服从傀儡皇帝的思想意识，以养成奴才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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