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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教育学新论》充分汲取了现有优秀教材的营养，立足于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最新进展，强
烈关注教师教育的未来走向，尽力回应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多方面要求。
全书内容完整严谨，包括学科基本知识、教师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学校德育的变革以及心理健康
教育、教育评价等方面的知识，这既涵盖了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基本内容，又融入了当前教育教学改革
的重要信息。
《现代教育学新论》充分汲取了现有优秀教材的营养，立足于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最新进展，强烈关
注教师教育的未来走向，尽力回应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多方面要求。
全书内容完整严谨，包括学科基本知识、教师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学校德育的变革以及心理健康
教育、教育评价等方面的知识，这既涵盖了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基本内容，又融入了当前教育教学改革
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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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文全，1960年生，四川渠县人，1990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3年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现任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负责导师，中国教育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教育
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教育经济学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教育学特色专业负责人，省级精品课程
《德育原理》和省教育学教学团队负责人，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德育原理、教育哲学、教育经济与
管理等教学和研究，先后主持和主研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课题10余项，独著、合著和主编著作10余部
，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教育与经济》、
《中国教育学刊》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文章近40
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教育文摘周报》等权威刊物全文转载或收录、摘
登50余篇。
其科研成果多次被国家权威刊物《教育研究》等年度报告重点介绍与点评，并获省部级二、三等奖6
项。
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西华师范大学“首席
教授”和“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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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与教育学第一节 教育的概念一、教育的概念二、教育的构成要素第二节 教育的产生与发
展一、教育的起源二、教育的历史发展三、教育的现在与未来发展趋势——知识社会的教育第三节 教
育学的产生与发展一、国外教育学的发展二、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第二章 教育目的第一节 教育目的
概述一、教育目的的概念二、教育目的的功能三、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第二节 国外的教育目的一、国
外教育目的历史演变二、国外教育目的的理论流派三、国外教育目的的启示第三节 我国的教育目的一
、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二、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三、我国教育目的的内容及其关系第三章 教
育功能第一节 教育功能概述一、教育功能的含义二、教育功能的分类三、教育功能的演变第二节 教
育的个体功能一、个体发展的基本状况二、促进个体发展是教育个体功能的基本内容，三、帮助个体
生存和享用是教育个体功能的重要表现四、异化的教育会阻碍个体的良性发展第三节 教育的社会功能
一、教育社会功能概述二、教育的主要社会功能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负向功能第四章 教育体系第一
节 教育类型结构一、教育的系统结构二、教育的学历结构三、教育的类别结构四、教育的内容结构五
、教育的形式结构六、教育的办学结构第二节 教育的学制结构一、学前教育二、初等教育三、中等教
育四、高等教育第三节 教育行政结构一、宏观教育行政结构⋯⋯第五章 教师职业分析第六章 教师的
教育理念第七章 教师专业化趋势第八章 教师继续教育第九章 教学基本理论第十章 课程第十一章 教学
组织第十二章 德育与人的品德发展研究第十三章 中小学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第十四章 现代学校教育
质量评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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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阐述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给教育谋求一个‘科学’、‘规范’、‘精确’、‘无可挑剔’（实
质只是以自然科学作比照的科学意义模式）的意义让人们记诵，其根本意义乃在于表达我们的教育理
想，表达我们对教育的期望，用以关照教育的现实，为现实教育的发展谋求合理的方向。
”看来，我们一直在孜孜以求的教育的唯一真正的定义似乎并不存在。
　　教育概念的不统一对教育科学的建设是不利的。
这使得教育科学从它最基本的概念开始就建立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基础上，使人们由于对“教育是什么
”这一基本问题缺乏起码的一致认识而导致对教育的其他问题的认识产生混乱。
.所以，不断追问“教育是什么”，求得对教育概念的统一认识又是教育学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形式逻辑对下定义的规则是，把被定义的概念放在它最邻近的属概念里，并且指出它和同一属概
念下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
我们可以根据这一规则来对教育的概念进行定义。
　　首先，确定教育概念的最邻近的属概念。
教育的最邻近的属概念是“社会活动”，这一般没有异议。
接着确定教育概念的“种差”，即确定教育这种社会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有何本质差别。
有人将教育定义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或“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
的活动”，都是不科学的。
因为无论是“培养人”，还是“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都不是教育概念的“种
差”，像生产劳动、人际交往、宗教活动，甚至传授犯罪技能等社会活动，也都具有“培养人”和“
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的功能。
　　教育概念的“种差”主要表现在教育活动的目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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