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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教育历史悠久，渊源流长，但是近代教育在我国的产生不过是近一百年多的事情。
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介绍西方教育理论，开展众多实验研究，为我国教育跟上世界教育发
展的潮流和教育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可惜抗日战争打断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教育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教育科学研究也逐渐恢复起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科学迎来了明朗的春天。
从引进外国教育理论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这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但又是
一项十分壮丽的事业。
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正在不断探索前行。
　　任何科学的发展都要靠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创新，教育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
因此，了解前人研究的成果，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就使我们的攀登会容易一些，快捷一些。
为此，我们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
第一辑选择了刘佛年等8位教育名家。
这几位教育名家是我国教育科学现代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
他们大多就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人都在国外留过学，可以说都是学贯中西。
建国以后，他们为新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有的甚至受到打击迫害。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焕发了青春，积极投人到教育学科建设之中。
他们是我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在教育理论界的骨干，可以说都是他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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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2年，王承绪凭着吴伯昂老师的一纸推荐信只身来到杭州拜见郑晓沧先生。
郑晓沧看过推荐信后同意王承绪在浙江大学教育系借读。
当时的浙大教育系在郑晓沧先生领导下名师云集，教育哲学的孟宪承教授、小学教育的俞子夷教授、
比较教育的庄泽宣教授、教育统计的沈有乾教授和教育心理的黄翼教授等都在系里任教。
　　由于想着一年后要转回南京去，因此王承绪学习异常刻苦，他决心在一年级把浙大各个名教授的
课都听完，同时还要把中央大学要求的课程学完。
一年以后，郑晓沧教授发现王承绪学业成绩优异，便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学习。
这样，王承绪就在浙大读了下来。
　　此时浙大教育系的图书资料很丰富，尤其是购置了英国伦敦大学的《教育年鉴》、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的《国际教育年鉴》和瑞士日内瓦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教育年鉴》这三种重要的资料。
王承绪对这些资料颇感兴趣，也激发了他钻研外国教育的热情。
他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撰写了《意大利的新教育》并发表在1933年第9号的《江苏教育》上。
此后，他陆续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杂志上发表多篇介绍苏俄、波兰、墨西哥、土耳其
等国教育状况的文章。
　　1935年，日本侵略军开始南下，王承绪与广大爱国学生一道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浙大在杭州率先开展声援，浙大教育系也积极响应。
王承绪参加学校学生会组织的抗议活动，并参与了驱逐郭任远②校长的罢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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