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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中惠(1945-)，浙江绍兴人。
长期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现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英国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mp;
History海外编委。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访问学者(1982-1984)、英国赫尔大学教育
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2-1993)、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7-1998)。
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教育思想、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问题史、外国基础教育政策等。
先后著作或主编了《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西方教育思想史》、《外国
教育思想史》、《外国素质教育政策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
等，另有编译、合著、参编等多项成果，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70多篇，多次获国家级或地市
级优秀成果奖。
徐小洲，1964年生。
1994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2002年在韩国完成博士后研究。
现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
工程重点资助培养人员。
主要从事比较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曾主持“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课题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合作项目。
主编和参编《高等教育政策变革研究丛书》、《中国教育六十年》、《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等著作二十多部。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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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督教的个体观念
  五、教育政治理想的衰落与复兴
  六、保守的教育计划
  七、自由主义的前奏
  八、普鲁士的保守自由主义
  九、集权主义
  十、英国的工业化民主
  十一、美国的共和政治
  十二、政治平等主义
  十三、资本、劳动与政治改革
  十四、种族平等
  十五、民主与教育
  十六、教育民主的重申与调整
第三章  国家主义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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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浪漫的国家主义教育
  四、国家主义、民主主义与教育
  五、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六、欧洲的国家教育组织
  七、美国联邦政府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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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济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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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业革命引起的教育变革
  五、有闲阶级教育理想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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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育心理学
  一、官能心理学
  二、形式训练与学习迁移
  三、经验心理学
  四、联想与统觉
  五、发生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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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精神分析心理学
  十一、社会心理学
  十二、心理测量与个别差异
第七章  教学方法（上）
  一、模仿与记忆
  二、苏格拉底方法
  三、修辞教学法
  四、基督教与经院主义方法
  五、讲课法
  六、人文主义教学方法
  七、讲解法
  八、训导法规
  九、形式训练教学方法
第八章  教学方法（下）
  一、感觉唯实主义教学方法
  二、浪漫主义对教学方法的影响
  三、实物教学
  四、导生制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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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9世纪中期美国的教学方法
  八、欧洲教育改革对美国教育的影响
  九、问题教学法
  十、设计教学法
  十一、教学方法的折中主义
  十二、教学技术的革新
第九章  课程（上）
  一、“传统”课程的起源
  二、基督教对课程的影响
  三、古典人文课程的兴起
  四、人文课程的衰落
  五、科学在课程中的出现
  六、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抗
  七、现代人文学科的兴起
  八、体育的传播
  九、劳作在课程中的角色
  十、美术在课程中的地位
  十一、课外活动的开展
第十章  课程（下）
  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
  二、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对立
  三、逻辑结构与心理结构的论争
  四、文化时代论与复演论
  五、相关课程与集中课程
  六、综合课程与核心课程
  七、课程管理
第十一章  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
  一、民俗性的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
  二、批判性的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
  三、基督教教义与教育
  四、新教改革与教育
  五、世俗主义教育的兴起
  六、世俗性公立学校
  七、主日学校运动
  八、对世俗教育改革的反响
  九、“宗教教育”运动
  十、品德教育运动的兴起
  十一、神学的反动
第十二章  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
  一、从非正规教育到正规教育的转变
  二、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价值比较
  三、家庭教育的早期背景
  四、美国的家庭教育
  五、成人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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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初等教育的国家和政治起源
  六、初等学校课程的扩展
  七、分年级初等学校的产生
  八、升级方式的革新
  九、缩短初等学校的教育年限
  十、幼儿园的发展和改革
  十一、保育学校的发展
  十二、教学方法和教材的改进
  十三、进步教育的年代
第十四章  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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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法学校的衰弱
  三、人文主义中等学校的兴起
  四、人文主义中等学校改革的呼声
  五、美国的拉丁文法学校
  六、美国的阿卡德米
  七、中学的兴起
  八、中学和大学之间的衔接
  九、初级中学的产生
  十、教育指导和职业指导
  十一、综合中学的重新评价
第十五章  高等教育
  一、古代的高等教育
  二、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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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女子高等教育的出现
  七、自由教育的文雅传统
  八、大学的民主化
  九、初级学院的兴起
  十、大学的现代化
  十一、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
第十六章  师范教育
  一、古代教师的地位
  二、中世纪大学提供的教师训练
  三、正式师资训练的开始
  四、普鲁士的师资训练
  五、早期美国的教师地位和师资训练
  六、师范学校的兴起
  七、师范学校向师范学院的升格
  八、学院和大学的师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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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管理的最早形态
  二、地方的教育管理组织
  三、州的教育管理与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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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主教辖区的教育管理与视导
  六、校长的职责
  七、教育视导的演进
  八、学校建筑的改进
  九、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
  十、公立学校的经费
第十九章  学校与社会进步
  一、早期教育理论的选择
  二、学校是社会制度的产物
  三、学校是社会制度的创造者
  四、学术自由的演进
  五、教育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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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所举的事例体现着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对上层阶级教育的描述，这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上层阶级是唯一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阶级，所以，他们才能接受以文字为基础的正规学校
教育。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社会下层阶级也在进行着一种非正式教育，虽然这种教育不是
以文字为基础的，但也有它自身的目的。
这种教育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培养英勇顽强的士兵、聪敏果敢的水手、技能熟练的手工业者、勤
劳的农民和驯顺的奴隶。
但是，似乎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的主张，认为这种类型的教育所蕴涵的目的比贵族教育目的更具有优
越性。
但是，一个普遍的主张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教育，即以培养智力为目
的的教育应该是首要的教育，因为它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开启着人类所蕴涵的潜能。
　　到18世纪末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教育从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的状态逐步转变为由越来越多的民众所分享。
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这种转变就出现了端倪。
两个世纪后，幻想成为了现实。
美国和法国进行了民主政治革命，民众利益日益受到关切；而英国工业革命则向人们宣告，要提高民
众的生活水平，实现教育民主化的理想，保证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种革命性的推动力量是现代浪漫的民族主义，它把民族力量和民族命运同各民族的启蒙力量结合在
一起。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些经典作家将宏大的社会运动转化为教育目的，并进行了明确的表述。
其中，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最具有代表性，他发表有关人类精神文明和进步的
论著。
他所主张的教育目的是：第一，“向人类社会的每个人提供满足他们需求的工具或手段，保障他们的
福祉以及认识和实现自己的权利，了解和完成他们自己的义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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