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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小泥老师





人物 地位 著作 著作的地位

夸美纽斯 近代教育学之父 《大教学论》
1.近代第一本教育学著作；
2.教育学开始形成一门独立学科；

赫尔巴特

①现代教育学之父②科
学教育学的奠基人③传
统教育理论的代表④西
方第一位把心理学作为
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
并努力把它建成为一门
科学的思想家

《普通教育学》
1.现代第一本教育学著作；
2.教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3.标志规范（科学）教育学的建立

杜威 现代教育理论的代表 《民主主义与教育》 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三大里程碑之一

《理想国》
《爱弥儿》



难点突破

1.卢梭：

①消极教育，教育要遵循儿童自然的天性，要求儿童在自身的教育中取得主

动地位，无须成人的灌输和压迫，教师只需要创造学习的环境、防范不良的

影响。强调教师的作用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

②自然后果法的目的是让孩子体会到自身行为所带来的自然后果，从而知道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裴斯泰洛齐：

    在1774年最早使用日记描述法，对他不满3周岁的孩子的行为进行观察

研究，写成《一个父亲的日记》。在日记中，裴斯泰洛齐记录了自己孩子的

生长、发展情况，同时对母亲在育儿中的作用以及其他对儿童生活有重要影

响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3.赫尔巴特：
  教育的目的：
①“可能的目的”（“选择的目的”）：指与儿童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的目的，也就是“学生将来作为成年人本身所要确立的目的”。
②“必要的目的”：指教育所要达到的最高的和最为基本的目的——道德
具体言之，就是要养成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等五种道德观
念。

4.杜威：
  教育目的：
    过程内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生长”。
    杜威强调过程内的目的不等于否定社会性的目的，因为社会性的要求
与儿童的需要并不总是相对抗的。杜威的社会理想是民主主义，杜威要求
教育为社会进步服务，为民主制度的完善服务。
    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

避坑指南



【判断】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强调是基于儿童发展的教育过程

的目的，忽视了社会性的目的。（   ）

A:对

B:错



教育家 著作 教育思想

赞可夫 《教学与发展》 发展性教学理论

苏霍姆林斯基
•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 《帕夫雷什中学》

提出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思想

布鲁纳 《教育过程》
• 结构主义教学理论
• 提倡发现学习

布卢姆 《教育目标分类学》
• 教育目标：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
• 掌握学习理论

瓦·根舍因 《范例教学原理》 范例教学理论

巴班斯基 《教学过程最优化》 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现代教学理论的三大流派：
1.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
2.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
3.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理论





难点突破

    陶行知提出“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

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

尤其重要的是“小先生”的责任不只在教人识字学文化，而在“教自己的

学生做小先生”。陶行知认为，“小先生制”是为解决普及教育中师资奇

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等矛盾而提出的，

“穷国普及教育最重要的钥匙是小先生”。

    陶行知在推广幼稚教育时，感到师资缺乏，提出了教师培养的有效模

式：“艺友制师范教育”——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通过与有经验的

教师交朋友、当助手，在观摩、体验、实践中加快农村教师的培养。在当

时，这种“艺友制的师范教育”培养了一批乡村幼儿教师。





考情分析：难度不大，重在理解



考点1：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考点2：教育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

教育提高工作能力



考点3：个体身心发展的动因



考点4：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因素



考点5：个体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不搞“一刀切”

A.不同年龄段之间

B.同一年龄段不同个体之间

避坑指南



【单选】高一（2）班班主任王老师在班主任教育教学过程中，从

来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因为他深刻的认识到人的身心发展

具有（   ）。

A:阶段性          B:连续性

C:差异性          D:顺序性

【单选】在教育中使用一刀切、齐步走的方式，违背了个体身心

发展的（    ）。

A:顺序性          B:互补性

C:阶段性          D:个体差异性



考情分析：非重点章节，难度不大，重在识记



考点1：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



考点2：教育目的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