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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是著名教育家、教育史学家周洪宇教授撰写的国内外第
一部关于教育活动史的研究专著，旨在介绍何为教育活动史以及如何从事教育活动史的研究与写作。
作者明确指出，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不同，是后两者的基础与前提，三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而以往忽略教育活动史及其研究是学术研究的重大缺陷。作者阐释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对以人的活动与活动的人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作了细致的论述，且在书中佐之以丰
富的教育活动史研究案例，进而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论述了教育活动史这一新的研究取向与叙述体
系。
《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积极倡导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推动教育史学研究领域
的拓展与研究范式的转换，以更好地发挥教育史学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其富有学术性、现实性和
可读性，力求理论与实践结合，人物活动与思想、制度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重点与一般结合，国
内与国外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特点鲜明，引领新风，开启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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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洪宇，1958年生于湖北武汉。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学术兼职有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长期研究教育史和教育政策问题，近年重点研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八五”、
“九五”、“十五”、“十一五”多项重点课题，在《教育研究》、《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高等教育》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重要杂志和报刊，发表数
十篇文章。研究成果十余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教育的信念与追求》、《教育公平论》、《中部教育论》、《我为教育鼓与呼——周洪宇教授
访谈录》、《周洪宇教育自选集》等，主编或参与主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教育学说》
、《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千年
梦想圆于建国百年——小康社会与教育新使命》、《教育大变革——全体、全面、全程的阳光教育》
、《阳光教育对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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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活动史研究总论
  第一节  教育活动史研究述论
    一、追求全景式总体史的研究宗旨
    二、以民众的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
    三、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研究取向
    四、地上与地下、史学与文学、书面与口述三结合的大史料观
    五、“视情而定”的理论与方法论
    六、采取“善序事理”的叙事形式
  第二节  教育活动史：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
    一、视野下移：社会科学共同认可的研究取向
    二、教育活动史：教育史学的原始构成板块
    三、研究重心：着眼于各类教育的日常活动
  第三节  关于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一、学科性质史学论
    二、研究对象三分论
    三、研究重心下移论
    四、理论、方法现代论
    五、学科功能双重论
    六、学术传统继承论
    七、学术表述规范论
    八、教育史分期三段论
    九、学者素养要素论
    十、未来发展多元论
  第四节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编写设想与编写大纲
    一、编写设想
    二、编写大纲
第二章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活动史个案研究
  第一节  陶行知的早期生活与教育经历
    一、时代与环境
    二、求学经历
  第二节  陶行知的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
    一、一个大家庭
    二、两次爱情与婚姻
  第三节  陶行知的师友交往活动
    一、江浙教育前辈群体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友群体
    三、共产党人学生群体
  第四节  陶行知的政治活动
    一、参加辛亥革命地方起义
    二、领导南京“五四”爱国运动
    三、支持晓庄师范学校师生反帝爱国运动
    四、响应“八一宣言”，发表“共同声明”
    五、从事国民外交，争取抗战外援
    六、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
  第五节  陶行知的教育生涯
    一、主持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育科，提倡高等教育革新
    二、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推动全国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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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运动
    四、发起乡村教育同志会，推行乡村教育运动
    五、创办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发动普及教育运动
    六、成立国难教育社和生活教育社，开展战时教育运动
    七、主持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推动民主教育运动
  第六节  陶行知的办学活动
    一、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实践生活教育理论
    二、成立山海工学团力倡普及教育运动
    三、兴办重庆育才学校追求教育救国理想
    四、创办重庆社会大学培育高级革命人才
  第七节  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国外及我国港、台
    地区的传播与研究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日韩的传播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欧美的影响
    三、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我国港、台地区的影响
第三章  中外教育家教育活动史个案研究
  第一节  韦卓民的教育活动与思想
    一、教会大学的宗旨是“训练新中国领导人才”
    二、教会大学教育应该致力于“综合东西文化”
    三、教学与研究是大学教育的两翼
    四、聘请一批优秀教师是办好大学的关键
    五、要办好大学就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教学制度和管理制度
    六、大学校长应会做校友及筹募办学经费的工作
  第二节  在“两C”之间徘徊与抉择的张凌高
    一、坐在火山口上的校长
    二、选出教会系统，面向社会需求
    三、文理渗透，教学与科研并举
    四、提倡爱国，崇尚求实与服务于社会
  第三节  杜威教育思想在华传播及其影响
    一、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二、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第四节  孟禄在华教育活动记
    一、20世纪10年代
    二、20世纪20年代
    三、20世纪30年代
  第五节  从船工之子到教育大师——牧口常三郎的教育生涯
    一、本土文化的浸染
    二、西方文化的洗礼
    三、宗教文化的影响
    四、亲身实践的结晶
第四章  教育改革、运动、实验等教育活动史研究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一、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二、教育战线斗争
  第二节  “五四”教育改革
    一、确定改革标准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三、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
    四、改进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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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制定“壬戌学制”
    六、调整课程设置
  第三节  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影响
    一、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回顾
    二、生活教育运动的现状扫描
    三、生活教育运动的未来展望
  第四节  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的启示
    一、教育实验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二、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的发展规律
    三、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的历史启示
第五章  相关研究文献
  第一节  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实践活动取向的教育史研究
    一、教育史是什么：面向历史本身的问题探索
    二、理解的应用：基于生活与实践之上的视野融合
    三、教育活动史：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历史构境
  第二节  实践品性视域下的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
    一、关注当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实践立场
    二、走向生活：当代中国教育史学的实践品性
    三、教育口述史：实践品性视域下教育史研究的一种形态
  第三节  微观史学与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
    一、微观史学的兴起及其研究特点
    二、中国教育史中的微观研究
    三、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对象及内涵
    四、微观史学对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启示
  第四节  教育活动史研究原则简论
    一、多微观研究，少宏观研究
    二、多事实研究，少理论研究
    三、多日常叙事研究，少宏大叙事研究
    四、多深度描述研究，少浅度描述研究
  第五节  试论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
    一、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与课程体系的概念辨析
    二、关于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的争鸣
    三、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的设想
  第六节  新时期中国教育史学的四大研究范式
    一、回归传统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
    二、现代化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
    三、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
    四、活动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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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国内而言，其影响可以从教育和社会两大方面来考察。　　在教育方面，晓庄师范学校的生活
教育实验，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树起了一面教育革命的大旗，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中
国历来以农业立国，20世纪20年代，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5%，城市人口仅占15%。处理好农业问题
、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乡村教育又与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有密
切关系。不解决乡村教育问题便很难真正解决好上述三大问题。陶行知通过对自己回国后数年教育实
践的反省，发现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虽然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方面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们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识到农村问题，特
别是乡村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决心将教育改革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改革乡村教育，使
广大农民及其子女受到教育。他与同时代的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率先从事乡村教育改革，
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引起了时人对于乡村教育问题的广泛关注，对于转变当时教育改革的
方向与重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开展的生活教育实验，直接促进了
乡村师范教育的发展。晓庄师范学校在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组织机构、课程教法、招生和毕业制度
等方面的改革，着眼于纠正封建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脱离广大民众的弊端，强调教育与生活、学
校与社会的联系，创造出一种新的乡村师范学校办学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吸引了教育名流和
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前往考察、观摩。一时间，各地大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校长、教师前往参观访问者络
绎不绝。在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全体代表也曾集体前往参观。教育家梁漱溟为办理乡村教
育还曾专程赴晓庄师范学校取经。晓庄师范学校的办学模式由此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在晓
庄师范学校生活教育实验的影响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江西、河南等省，在1927年后
增设了许多乡村师范。这些学校在筹建过程中，无不以晓庄师范学校为仿效样板，有的甚至直接求援
，陶行知也总是尽量予以支持。浙江湘湖师范等校就是由陶行知亲自选派优秀学生创办的，故湘湖师
范有浙江“晓庄师范”之美称。从晓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也广受欢迎，有的去担任乡村师范学校
的校长，有的去做教育局长，有的从事乡村教育的辅导研究工作，更多的人去担任各县市增设的中心
小学的教师、校长。他们对推动乡村师范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晓庄师范学校的生
活教育实验对于当时教育行政当局的乡村教育政策也产生了明显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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