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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简史”课程思政的两个生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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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外教育简史”课程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要始终高举“课程思政”的大旗，坚持立德树

人。影响“中外教育简史”课程思政生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师是“课程思政”生成的关键因素，课

程内容的育人资源是“课程思政”生成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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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中外教育简史》课程始终高

举“课程思政”的大旗，坚持立德树人。影响《中

外教育简史》“课程思政”生成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本文主要探究教师与育人资源挖掘这两个生

成路径。

一、教师是“课程思政”生成的关键
因素

每一门课程都有“课程思政”的功能，每一

位教师都有“课程思政”的职责。作为《中外教

育简史》课程的专任教师已经充分认识到，教师

是“课程思政”生成的关键因素，“课程思政”的

效果既取决于教师的育人知识与育人意识，又取

决于教师的育人能力和育人水平。要最大化地

显现“课程思政”的效果，教师必须做到:

( 一) 坚持习得育人知识与提高育人能力相

统一

从历史维度上看，教师要不断习得古今中外

教育家广博的育人知识，欣赏其高超的育人能

力。从现实维度上看，教师要不断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切实提升“课程思政”的育人能力，将《中外

教育简史》课程建设与思想育人有效结合，不断

增强“课程思政”的亲和力和说服力。
( 二) 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中外教育简史》课程的教师既要成为该门

课程育人知识的传播者，教好书，又要成为塑造

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育好人，也就

是说，既做“经师”又做“人师”。教师要把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恰当融入《中外教育简史》课程

的教学之中，充分体现育人的功能，切实扭转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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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知识传授，忽视价值引领的倾向。
( 三) 坚持言传与身教相统一

言传身教出于范晔的《后汉书》:“以身教者

从，以言教者讼。”其意是，既用语言来教导，又用

行动来示范。所以，教师要以流畅的口头语言、
规范的书面语言、优雅的体态语言准确传播育人

知识，又要以自己模范的行动、高尚的行为示范

引领。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陶行知说: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教育家的言行要求教师必须修身立德，做出示

范，成为学生做人做事的一面镜子。
简言之，教师要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做学生锤

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

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

人，真正成为“课程思政”生成的关键因素。

二、课程内容的育人资源是“课程思
政”生成的先决条件

每一所学校都承担着育人的重要职责，每一

门课程都是育人的重要载体。课程内容则是课

程的核心要素，从总体上讲，课程内容是根据课

程目标从人类的经验体系中选择出来，并按照一

定的学科逻辑序列和学生心理发展需求组织编

排而成的知识体系和经验体系。《中外教育简

史》课程内容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教师要认

真细致地深挖。
( 一) 挖掘教育制度史的育人资源

教育制度史是关于中国与外国教育制度的

产生、变革和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挖掘中国教

育制度史的育人资源。稷下学宫是中国封建官

学制度发展的揭幕，它在管理上采取“门户开

放”政策，欢迎各方学者来学宫游学，具有教育平

等理念。宋代早期书院继承了我国私学传统，采

取“对外开放”的办学方针，它没有出身和年龄

的严格限制，不分地域籍贯，举凡一切愿学的四

方之士均可投奔书院，不需报名考试，只要提出

申请，书院主持者便虚怀若谷，来者不拒，同样具

有教育平等理念。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成为稷下

学宫的办学指导思想，而自由讲学、自由研究成

为宋代书院的核心精神和特征，这充分体现了教

育自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挖掘外国教育制度

史的育人资源。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法国教育

部长费里主持制定了 1881、1882 年的教育法令，

确定了国民教育的义务、免费、世俗性三条原则，

具有教育平等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颁布义务教育法，实施强迫教

育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这是

义务教育发展的新阶段，给予义务教育以一定的

物质保障，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也具有教

育平等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教育的民

主化，这体现了教育民主的价值观。
( 二) 挖掘教育思想史的育人资源

教育思想史是关于中国与外国教育思想的

产生、变革和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挖掘中国教

育思想史的育人资源。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

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其施教观是“有教无

类”。“有教无类”的本义就是在教育对象上，不

分族类、大小、贤愚、贵贱、亲疏，都可以入学享受

同等受教育的机会，体现了孔子教育平等思想。
孟子是中国古代第二位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

伦理道德内容，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体现了友善、诚信的道

德观、价值观。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

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一位集立德、立功、
立言于一身的伟人。其立德树人思想具有独特

的理论和独到的见解。从何谓立德树人、立何德

树何人、如何立德树人三个方面挖掘其思想精

华，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
俭持家等家庭道德，培育和践行爱岗敬业、诚实

守信、服务群众等职业道德，培育和践行文明礼

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等社会道德，培育和践行

遵纪守法、主动纳税、保家卫国等国家道德。另

一方面，挖掘外国教育思想史的育人资源。苏格

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探析其“美

德即知识”，引导学生向苏格拉底学习，成为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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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有完善道德的人。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著

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根据灵魂论提

出了和谐发展的教育观点，主张德智体等和谐发

展，体现了和谐的价值观。赫尔巴特是德国近代

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探讨其教育性教学，

理解“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

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的寓意，体现爱祖国、爱
人民、爱家乡的爱国情怀，这也是西方“课程思

政”的历史渊源与理论阐释。杜威是美国实用主

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其教育理论的基

本原则是“从做中学”，“从做中学”体现了守信、
诚实、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等诚信品质。

( 三) 挖掘教育活动史的育人资源

教育活动史是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教育活

动的历史。它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

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

和基础，还是连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中

介和桥梁。一方面，挖掘中国教育家教育活动史

的育人资源。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曾

管过牛羊，也管过仓库，当过会计。贫贱的少年

生活，促使他发奋自学，渐渐地通晓了礼、乐、射、
御、书、数等各种学问，靠着“不耻下问”和勤奋

好学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为他日后大办教育创造

了必要的条件。孔子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花

在办教育上，他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办私学，广招

弟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

人。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为孔子私淑弟

子。孟子学有所成后，也聚徒讲学，后车数十乘，

带着弟子游说列国，极力推行“仁政”的主张。
在齐国游学稷下学宫，深得齐王之尊崇。晚年退

而专以著书讲学为事。孔子与孟子的教育活动，

体现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了他们的爱岗

乐业、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蔡元培一生与教育

结下不解之缘。1898 年，弃官从教，回到家乡绍

兴，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1900 年，任嵊县二

戴、剡山书院院长。1901 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总

教习。1912 年 1 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

长。1917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来还兼任过

交通大学、华北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等多所高

等学校校长、院长。蔡元培的上述教育活动也突

显了其爱岗乐业、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另一方

面，挖掘外国教育家教育活动史的育人资源。青

少年时代的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手艺，熟读荷

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

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 多岁时

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
亚里士多德 17 岁到柏拉图所办的阿加德米学

园，在那里求学达 20 年之久，是柏拉图的得意门

生。柏拉图死后，他离开学园，随后担任马其顿

国王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达 10 多年。公元前

335 年，他回到雅典创办学园———“吕克昂”，专

事教学和研究活动。赫尔巴特是德国著名的哲

学家和教育学家。在西方教育史上，他被誉为

“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他出生于德国的奥登

堡，父亲是当地的律师兼议员，他幼年受过母亲

良好的教育，12 岁时进古典文科中学读书，18 岁

时入耶拿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大学毕业后，他

在瑞士一个州长的家里任三个孩子的辅导老师，

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802 年，他在哥廷根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哲学和教育学教授，

后来又在哥尼斯堡大学继康德之后任哲学客座

教授，主讲哲学和教育学。1810 年，他创办了教

育研究所、师范研究所和附属实验学校。他为教

育科学事业的建设整整奋斗了 44 年，为教育学

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杜威 16 岁时中

学毕业进入佛蒙特州立大学。1879 年，杜威大

学毕业后在美国南方一座石油城市的中学任教

2 年，同时开始系统研究哲学。1882－1884 年杜

威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哲学，获得哲学博士学

位。他融合欧美思潮，为致力教育研究打下了深

厚的根基。从 1884 年到 1930 年，杜威任教于密

执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

亚大学。1930 年，他退休，改任哥伦比亚大学名

誉教授，仍继续从事教育改革研究。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赫尔巴特和杜威的教育活动充分体

现了其爱岗乐业、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
概言之，根据《中外教育简史》的课程内容，

我们挖掘了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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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育人资源，这些育人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

外教育简史》生成“课程思政”，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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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Generative Path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n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

WANG Yusheng
(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The course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 is rich in educational resources，there-
fore we should always lift up the bann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and insist on fos-
ter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here are diversifi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 teaching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n the course of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a-
mong which teachers are a key factor of gener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and
the course conten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it．
Key words: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
lum; teacher; cours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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