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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活动是直接以促进入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的总称，也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
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方式的总和。
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的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活动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主导作用的发挥指明了方向。
人的教育活动最能充分体现教育本质，所以，任何国家的教育学研究，都把人的教育活动研究放在极
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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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史观初探试论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教育史学的发展规律初探新时期教育史学科体系“三分法
”的建构对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反思教育史学改革管抒二 教育史学发展趋势与教育活动史研究教育
史学发展的历史与未来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发展趋势中国教育史学的回顾与前瞻教育史学科研究取向
的三次转换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应然趋势之分析全球化视野下教育史学新走向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时
代特征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时代使命西方教育史学发展历程研究新史学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转向新史学
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启示三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实践活动取向的教育史
研究实践品性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关于中国教育史学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教育活动史研究中历史与逻
辑的统年鉴学派对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启示年鉴学派及其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微观史学与中国教育活动
史研究微观史学对教育史研究的启发文化形态史观对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启示四 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对象
与范围《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的编写设想与编写大纲关于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几点思考魏晋南北朝
琅邪王氏家族书法教育管窥宋代民间士人的教育活动初探明清鲁东南庄氏家族教育的特色及启示清末
浙江学生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清宋民初湖北法律教育与武汉律师业之发展从民初教育宗旨的制定过程
看官、民话语之互动政府写民间互动、上下结合进行的“新教育运动”民国时期大学校训与教育活动
自我实现、社会互动与教育家的教育活动从校园生活看教会大学学生的培养⋯⋯五 教育活动史的研究
原则、方法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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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鉴于目前教育史学界普遍出现的编纂意识缺乏、编纂体裁单一、语言表述随意、编写不合规范等
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者的学术规范：　　第一，史料运用规范化。
有不少年轻学者在撰写教育史学论文或编写著作时，贪图简便，害怕吃苦，不去实地考察或到档案馆
、图书馆搜集第一手资料，不愿做基础性工作，不注重引用原始史料，而是大量转引教育史料汇编或
他人论著中使用过的第二、三手资料，引用了也不核对，结果往往出现问题。
严谨的教育史学研究者应当注重在一手史料上下功夫，学会对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从而达到准确使用
可靠史料、呈现历史真实的目的。
　　第二，编纂类例规范化。
教育史学编纂的类例，也可称为体例、义例、笔法，是指在编纂过程中的组织形式和编纂惯例，包括
序言设置、标题设计、引文规范、注释要求、附录编排、各种称谓等。
编纂教育史学著作，一定要慎重考虑类例问题，具体内容包括取材、序言、标题、引文、注释、附录
、时间、地点、体式、称谓、议论、分类、图表、标点、数字写法等。
不要以为这些地方问题不大，其实，稍有疏忽，就铸大错。
　　第三，编纂程序规范化。
教育史学编纂的程序主要是指编纂程序的基本模式、基本原则和方法等。
一般说来，教育史学编纂程序的基本模式大体为：（1）确定选题；（2）搜集资料；（3）拟订体例和
撰写提纲；（4）撰写初稿及修改定稿。
每个程序都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撰著者要尽量按照其程序来进行编纂，这样才符合学术规范。
　　第四，语言表述规范化。
教育史学研究成果的语言表述要文风朴实，清通畅达，做到准确、简练、生动。
笔者认为，教育史学论著的语言表述应坚持这样几条标准：（1）准确。
即叙述史实要真实而确切，对引用的史料和他人论点的阐述要符合原意，不能随意引申和曲解；使用
的概念、术语要准确恰当，判断、推理要合乎逻辑等。
（2）简练。
即语言表述要简明扼要，少讲废话、套话、大话，做到语言表达得体、适当。
为此，语言表述首先应合乎语法和逻辑规范；其次要平时注意锤炼语言，避免搭配不当、结构残缺、
成分多余等错误，增强语言的感染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3）生动。
即要有文采。
教育发展史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过程，教育史学著作要把这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过
程表现出来，就需要运用生动的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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