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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

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在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视野下，整理分析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和学
术发展的百余年文献，全面展现了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图景，深刻剖析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独特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对这种发展变迁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
史》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以时间为线索，分四个历史时期概括了中国比较教育学在整
个20世纪的学术制度发展和研究成果的阶段特征；第二部分（第二、三章）以研究专题为线索，分别
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课程教学以及比较教育学科本体问题四方面的百余年发展进行了历史梳理与
评析；第三部分（第四章）以学科发展的要素为线索，对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实践环境、实践主体、实
践性质及实践结果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为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二十世纪中国
比较教育学史》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比较教育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
填补了比较教育学科研究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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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生兆欣，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学科理论、
比较教育政策。200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教
育学博士学位；200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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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历史发展概述第一节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比较教育学（1901-1949）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
十七年的中国比较教育学（1949-1965）第三节 &ldquo;文革&rdquo;时期的中国比较教育学（1966-1977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比较教育学（1978-2004）第二章 比较教育的三大研究领域第一节 20世纪
外国教育思想的引入与传播第二节 20世纪外国教育制度的引介与参照第三节 20世纪课程教学的西方译
介与本土改造第三章 比较教育的学科本体问题第一节 对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探求第二节 对比较教育
研究目的的认识第三节 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讨论第四节 对比较教育学科性质的争议第四章 历史实
践省思第一节 实践环境第二节 实践主体第三节 实践性质第四节 实践结果主要参考文献图表清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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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门研究者的出现以及教育研究机构、比较教育组织、学术交流途径的制度化，标志着比较教育
学术共同体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初步形成。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若干重要的结
构性变化，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开始职业化和专业化①，从事教育比较研究的专门学者就是在这一时期
出现的。首先，传统的科举考试在清末被废黜，新型的教育与选拔体制取而代之，为知识分子的职业
化铺平了道路。在清末民初之前，由于&ldquo;学而优则仕&rdquo;、&ldquo;学在官府&rdquo;的传统，
专门的学者相当少见，常常是官员与学者集于一身。此时，我国从事教育比较的人员也多是官员、文
人政治家，写成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外国教育的著作《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的清末官员薛
福成便是一例。出身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的薛福成，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后在
曾国藩、李鸿章门下为事的经历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发展与彰显，遂于1889年被委派为出使英、法、意
、比大臣。在随后的几年岁月里，他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并将所闻所思详尽地作了记录并据以编成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其中记有&ldquo;西洋教民之法&rdquo;、&ldquo;贫孩院&rdquo;等西方教
育见闻。恰如曾子所说的&ldquo;君子思不出其位&rdquo;，官员、文人政治家由于受其所处社会位置
、所扮演社会角色的限制，他们的比较教育活动也会受到政治规则的束缚，缺乏应有的学术自主性。
这一状况在清末得以改善。1905年，在中国教育史上持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教育选拔体制的改变使传统的&ldquo;学而优则仕&rdquo;受到挑战，知识分子受教育的目的不再是
仅仅为了做官，他们越来越处于政治权力的主流之外，专门以生产和传授知识为业。我国著名的比较
教育学者庄泽宣就不为民国政府的高官厚禄所动，选择留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次，派出的
留学生与学成归国人员数量剧增，为比较教育学者的出现做了较为充分的人力准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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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学术话语是学科发展的标志性符号。本书从比较教育的学术话语及其所处的社会语境出发，疏理
了我国一百多年来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科学地展示了我国比较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大的发展
过程，使读者了解了比较教育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及其使命，对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具有理论和现实意
义。　　&mdash;&mdash;顾明远 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该著作对20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进
行了全面梳理，就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及课程和教学等三大领域的比较研究以及比较教育学科本体问
题研究做了细致评析，并对比较教育学术研究的关键要素进行了理论探讨。论著视野开阔，文献资料
丰富翔实，引证规范、理论分析深入透彻，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具有较强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mdash;&mdash;王英杰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比较教育学对教育改
革与发展有着前沿性作用。学科建设是比较教育学的核心问题。中国学者对比较教育学科进行了长期
探索，积累了宝贵的思想与经验。本书作者对一百余年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做了多视角的独到而深刻的
分析，勾勒出其发展的历史轮廓，揭示出其发展轨迹。这种对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系统探索尚属
首次，作者完成的是一项基础性研究，该研究成果对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实践均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　　&mdash;&mdash;王长纯 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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