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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华北的教育学人：１９７８—１９９９ （一）

郭　戈

摘要：改革开放之后，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中心，是全国教育学科研究和教育

科学发展的高地。华北教育学人以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龙头，

以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

西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与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教育出版社课

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及河北、山西、

内蒙古的教育科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为骨干，在几乎所有教育学科领域都位于全

国前列，或处于领跑地位。

关键词：教育学人；华北地区；群像学人；教育学术史；改革开放时期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６０２４（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０３１４

作者简介：郭戈，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华北地区，简称华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

育中心，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后的２０多年间，华北教育学人以北京为中心，以北

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龙头，以京、津、冀、晋、蒙地区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

如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 （含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

学、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与教育科研单位，如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及河北、山西、内蒙古的教育科学

研究所等为骨干，在几乎所有教育学科领域都位于全国前列，或处于领跑地位。

一、天津教育学人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是全国三大直辖市之一，且一度成为河北省省会，也是华北人才的一个主

要聚集地。其教育学科实力比较雄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河北师院 （天津）、天津师院 （天津师

大）等。改革开放后，其教育学人分布于天津师大教育系 （教科所）、天津教科所 （教科院）、天津

教育学院、天津师专、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在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含教育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健

康教育论）、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育学 （侧重语文、数学等）、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学前教育学

和家庭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学校管理学、职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改革论与教育创造论等

学科或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比较突出，并且按照国际惯例成立天津市教育科学学会，下设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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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各专业分会，促进了教育科学的发展。

（一）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师大 （１９８２）之前叫天津师院 （１９５８）。１９９９年，在原天津师大、天津师专、天津教育学院

基础上组建新的天津师大。１９８０年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先后为李继之、李怀美、阴国恩等。

１９８４年组建教育系 （１９９８年撤系改院）。１９８６年，教学论、发展心理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获得发展心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和教育学原理、教育技术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之

后又新增中外教育史、学前教育学和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点。１９９８年组建教育科学学院。当时比较

有名的教育学者主要有李继之、田本娜、甄德山与沈德立、李怀美、阴国恩等。其专业分布及相关

学人概括如下。

一是田本娜、甄德山教授领衔的课程与教学论，方向是教育教学原理、学科教学论、教学思想

史等。１９８６年，教学论专业获批硕士点，培养了一批优秀研究生。骨干成员有肖传 （教育教学原

理）、傅允熙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王洪全 （德育论）、张健 （教育学原理）、王惠来 （中国教育

史）、张广君 （课程与教学论，后调至华南师大）、王学兰 （教育评价与测量）、李颖恕和孙桂英 （教

学论）、郝永娟 （外国教育史）、张春茹 （教育经济学）、张琦和金美福 （比较教育学）、柳长友 （教

育学原理），以及随天津教育学院并入的张连生 （学校文化与管理）、康万栋 （中小学管理与素质教

育论）、胡亚天 （教师专业化发展）等。

该专业学科教学论方向得到长足发展，也带动了各系的教材教法研究，成为该校提升师范教育

水平的一个抓手。除了小学语文教学的田本娜教授 （导师），早期专家主要有刘泽民 （小学数学）、

石德澄和杨孟萍 （中学数学）、侯振彤 （历史）等。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如高恒利和张明琪 （中小

学语文）、刘仲林 （跨学科教育论与创造教育）、靳莹 （化学）、仲小敏 （地理）等。该校１９９３年获

得数学教学论硕士点 （后并入课程与教学论），相关学人有陆克毅、张文贵、王光明、王延文、苏

帆、高向斌、张筱伟、吴立宝等。在１９９２年创刊的 《数学教育学报》，是国内数学教育领域重要的

学术性刊物之一。

田本娜，１９２８年生，专长于教学论、小学语文教育和外国教育史，１９５２年毕业于天津河北师院

教育系。早年一直担任小学各科教学法专家郝荫圃教授的助教。曾任天津师院教育学教研室主任，

天津师大教科所副所长、研究员，天津市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著有 《小学语文教学论》

（１９８７，与高恒利合作）、《小学语文教学研究》（１９９８）、《李吉林小学语文 “情境教学—情境教育”》

（２０００，与李吉林、张定璋等合著）、《我与小学语文教学》（２００６）、《小语教学论稿》（２０１３）、《与小

学语文教师们同行》（２０１７），主编 《外国教学思想史》（１９９４）、《小学教育学》（１９９５）、《集中识字

教学论》（２００８）。发表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述评》（１９８１）、《近现代教学论发展简述———兼谈我

国教学论的发展》（１９８７）、《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的理论初探》（１９８７，与高恒利合作）、《外国教

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因素》（１９９４）、《改革小学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１９９８）、《小学语文教学五十

年发展简述》（１９９９）、《百年识字教学的历史及创新》（２００２）等论文百余篇。

甄德山教授合著有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８９）、《教育科学原理与应用》（１９９１），主编 《实

用教育学》（１９８７）、 《学校实用管理学》 （１９８８）、 《教育学新编》 （１９９６）、 《学校管理学新编》

（１９９６）、《教学成效的相关研究》（１９９７）、《当代教育问题研究》（１９９８）、《走向素质教育》（２００１），

译有 《青年技术创造教育学》（１９８７）等。代表性论文有 《教学论教材建设浅议》（１９８４）、《教学模

式及其管理浅议》（１９８４）、《师范教育的改革与提高中小学教育》（１９８４）、《教师创造能力及其品格

的培养》（１９８５）、《教学模式的探讨》（１９８８）、《试论掌握性学习》（１９９１）、《有关教师素质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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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问题》（１９９４）、《教师预期与教学成效》（１９９８）等。

此外，老校长、教育家李继之教授 （１９１０—１９９３）从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也很突

出。他１９３４年毕业于北平师大教育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北天津师院副院长、院长，天津师院

院长等。著有 《探讨教育的诸规律》（１９８７）等。代表性论文有 《试论教育的诸属性》（１９８１）、《再

论教育的属性问题》 （１９８２）、 《略论教育方针》 （１９８３）、 《从实践中探索学校教育的一般规律》

（１９８３）、《谈谈教育系的改革问题》（１９８４）、《高等师范院校的改革要处理好几种关系》（１９８５）、《有

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几个问题》（１９８７）、《教育与辩证法》（１９８８）、《关于学历、学位、学衔和

学制问题》（１９８８）等。《李继之教育文集》（２００３）收录了他生前发表的文章３９篇。

二是沈德立、阴国恩教授领衔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该专业及其学人名气大、实力强，在全国

有很大影响。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先后获批硕、博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０年应用心理学专业招收本科生，心理

与行为研究中心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早期骨干成员有李怀美 （儿童

心理和品德心理）、石德澄 （教学心理）、彭景训 （实验的现象与教育心理）、赵恒泰 （心理卫生与管

理心理）等。中青年学者、后来的学科带头人为白学军 （普通心理学和智力发展心理学）、闫国利

（教育与学习心理学）、李洪玉和何一粟 （思维策略与非智力因素）、高秀芝 （学前教育心理学）、贾

晓波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陈世平 （心理统计与测评）、刘希平和唐卫海 （记忆监测与学习策略）、

梁福成和董军 （儿童认知学习）、吕勇 （阅读和考试策略）、张丽玲 （儿童合作行为），以及调入的梁

宝勇 （临床心理和心理卫生）、马惠霞 （心理健康教育）等。

沈德立 （１９３４—２０１３）专长于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１９５６年从河北天津师院教育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天津师大副校长、教授、发展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心理与行为研究院院长，

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科学学会会长等。他论著甚多，其中二

十世纪后期著有 《幼儿心理学》 （１９７９，与陈帼眉合作）、 《心理学漫谈》 （１９８１）、 《基础心理学》

（１９８７，与张述祖合作）、《基础心理学增编》 （１９９５，与张述祖合作），主编 《非智力因素与人才培

养》（１９９２，与阴国恩合作）、《非智力因素的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１９９９）

等。有关儿童与教育心理学的代表性论文有 《儿童认 “数”的心理特点》（１９７８）、《关于儿童心理实

验中控制因素的问题》 （１９８２）、 《个性中的风格差异与教育》 （１９８８）、 《中国儿童注意的发展》

（１９８９）、 《我国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正确途径》 （１９９２）、 《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实验儿童心理学》

（１９９５）、《加强中小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与教育》（１９９８）等。２００４年获得 “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

就奖”。《半个世纪的心理学生涯：沈德立论文选粹》（２００３）收录了他５０年来的论文精粹。

（二）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天津市教科所成立于１９７９年，负责人为邓佐君、余强基等。天津市教科院成立于１９８５年，是

全国首家省级教科院，也是全国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一个教育科研院所。１９８８年，天津教科所并入

天津教科院，院长王宗敏，后为张武升等。１９８９年创刊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原名 《教育论丛》）。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教科院硕果累累，为服务教育重大决策、促进教育科学发展贡献多多，

在学界也颇有影响。大致说来，其学科带头人及其优势专业，一是邓佐君、余强基 （心理发展与教

育）研究员领衔的儿童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和家庭教育学。最初相关学者有吴逸欣 （儿

童智力发展与特殊教育）、荆其桂 （儿童心理发展与超常儿童教育）、孟育群 （亲子关系与家庭教

育）、赵树铎 （特殊教育和思维教学）、谷锦屏 （学前教育学）等。

邓佐君 （１９３０—２００４）专长于学前教育学和家庭教育学。１９５２年毕业于河北师院教育系。历任

天津幼师副教授，天津教科所、教科院副研究员、研究员、所长等。兼任天津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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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主编 《实用托幼管理学》（１９９１）、《劳动技

术教育研究》（１９９１）、《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３）、《家庭教育学》（１９９５）等。代表性论文有

《能否教幼儿认字？》（１９８５）、《教师的心理卫生》（１９８７）、《学习心理科学　提高育人效应》（１９９２）、

《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体系》（２００３）等。

二是王宗敏、张武升研究员领衔的教育政策管理与教育教学理论。老一辈成员有王润德 （职工

教育）、张秀岩 （教育理论与职业教育）、梁春涛 （社区教育论）、翁庆余 （高等教育与管理）、宋学

文 （劳动教育和美育）、史荣光 （语文教学论）、乔金山 （学校德育）、张春茹 （教育理论与教育投

资）、钱忠源 （道德教育与教育家思想）、贾金梅 （小学思想品德）、刘伦振 （比较教育与苏联教育）、

张天麟 （教育评价与管理）、方生 （普通教育与教育家思想）等。后任院长、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张武

升 （１９５６—２０１６），１９８８年毕业于西南师大，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在任期间十分投入，异常勤奋，

致力于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课程与教学论、创造教育、教育理论与方法等多领域研究，参与或主

持编写数十部有关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令人敬重。

早期院长王宗敏，１９３６年生，专长于教育政策、管理和改革研究。曾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教育社会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天津市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科学学会会长。主编或合编有

《实用教育学》（１９８７）、《学校实用管理学》（１９８８）、《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８９）、《教育改革论》

（１９９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１９９３）、《多元化办学模式探索》（１９９４）、《教育科研成果

转化的系统研究》（１９９５）、《中国民办学校研究》（１９９６）等。代表性论文有 《深化教育改革中的几

个问题》（１９８８）、《略谈我国教育实验的发展》（１９９２，与张武升合作）、《关于私人办学和私立学校

的研究》（１９９２，与张天麟等合作）、《做好教育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１９９４，与和学新合作）、《对

办学特色几个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 （１９９５）、 《略述教育现代化的若干关系》 （１９９８，与徐广宇合

作）等。

天津教科院中青年学者也很优秀，除了张武升，还有教育基本理论的王志平、庞学光，教育实

验和课程与教学论的和学新 （后调至天津师大），比较教育学的张谦，教育政策管理和法制的徐广

宇、王悦群，教育发展战略和区域教育发展的房淑云，职业与成人教育学的肖凤翔 （后调至天津大

学）、秦虹、解延年、牛征、任凯、耿洁、杨延，高等教育学的李玉民、涂文、王洪才 （后调至厦门

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刘金明、孟四清、李绍印，中小学教育的邢真、王德苓、王敏勤，教育

史的张大民、钱忠源、王毓繤、陈志科、杨春增，学前教育学的郑澧、白燕，学科教育学的陈建绩

（体育，由山西师大调入）等。

此外，天津市比较活跃的教育学人还有天津教育学院 （１９９９年并入天津师大）的赵定乾 （教育

原理和教学论）、荣国祥 （中外教育史）、郭宗仪 （教育管理与教育技术）、徐新 （现代教育和管理）、

林镜秋和刘景全 （教育心理学）、贾晓波和陈世平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康万栋 （中小学管理与素

质教育论）、黄永刚 （校本教研与教师教育），天津市教研室的宋德福 （小学语文）、伊道恩 （中学语

文）、烟学敏 （中学数学）、郭尚纯 （化学）、吕佩兰 （地理）、缪裴言 （音乐）、刘宗起 （小学科学）、

王时一 （多媒体教学）、杨洪林 （历史），天津师专陈昭 （青年心理学）、周秀章 （教育心理学）、吴

亚芬 （德育与美育），天津商学院林秉贤 （管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天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从

事高等教育学和职业教育学研究的刘瑞福、李宝华、王致和、刘春生 （职业教育学），南开大学的孔

令智 （社会心理学与学校教育心理学，天津心理学会理事长）、乐国安 （理论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

汪新建 （心理卫生与社会心理学）、宋秋蓉 （高等教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教育研究所从事日

本教育研究的刘剑乔、刘潮、吴光威，以及天津一中韦力 （中学管理和教育论）、南开中学的杨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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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和康岫岩 （数学教育与中学整体素质教育论）、中营小学杜蕴珍 （小学语文与识字教

学）、南开小学靳家彦 （小学语文）、天津四中王培德 （中学数学）等。

二、河北教育学人

河北省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教育学人主要集中在省内高校和教育科研、教研机构，以及各级

各类教育学会组织，其中地处保定的河北大学和地处石家庄的河北师大是两个主要聚集地。而且，

两校都源于天津，即１９４９年创建的天津河北师院和１９５２年创建的天津师院，其教育系前身都与位

于天津的河北女子师院 （１９２９）有关。如改革开放后两校教育学、心理学名家胡毅、陈剑恒、滕大

春、刘文修、张述祖、胡士襄、阎国华、路冠英与王培祚、许椿生、陈泽川、邹大炎、贾韫武等均

来自天津，而且不少人还与天津师大教授沈德立、田本娜等曾共事一处。他们早年在随学校迁至保

定和石家庄的过程中，大部分被分到河北大学，其余则迁至石家庄归入河北师大 （除此之外，河北

师大还有一脉来自北京河北师院），或安置在天津的天津师院，或工作关系在河北，人则居住于津

门。可以说，其校史尤其是教育学科都有一定的 “血缘关系”，也最为复杂，外人即便琢磨一番也很

难理清楚。

（一）河北大学

河北大学 （１９６０）原建于天津市，１９７０年迁至保定市。前身依次是天津师大 （１９５８）、天津师院

（１９５２）、津沽大学师范学院 （１９５１），以及更早的天津工商大学 （１９２１）。１９７９年设立教育科学研究

室，主任先后为陈剑恒、刘文修等。１９８１年恢复教育系建制，开始招收学校教育本科生，系主任先

后为刘文修、汪培栋、阎国华、贺国庆。同年，滕大春、刘文修教授开始招收比较教育学研究生，

并于１９８４年率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６年，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点获批，系全国第一个，同时

获批外国教育史、教育技术学、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点，在全国大学尤其是省属高校中居于前列。

２０００年，教育系、高教所、电教中心合并组建教育科学学院 （院长贺国庆，２００４年更名为教育学

院）。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河北大学前身的天津河北师院教育系有 “八大教授”（含教授、副教授）

之说，即胡毅、韩温冬、郝荫圃、王培祚、滕大春、许椿生、刘文修、张述祖。① 改革开放后的河

北大学教育系教授，笔者知道的则有十位，即滕大春、刘文修、肖树滋、张述祖、胡士襄、姜文闵、

阎国华、路冠英、汪培栋、刘北鲁。② 其专业分布及领引的相关学人如下。

一是分别以滕大春、刘文修教授与姜文闵、刘北鲁教授为首的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专业，方

向为欧美教育、日本教育和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１９７８年，与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南师大、东

北师大在河北大学联合召开 “文革”后第一次外国教育研讨会，并成为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 （１９７９

年成立，１９８２年更名为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的五个创始单位之一。１９８１年，滕大春、刘文修教授

率先招收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 （王伟廉等）。１９８４年获得硕士学位点，１９８６年成功申请为外国教育

史专业博士学位的授予单位，滕大春教授为博士生导师，次年即招收了首届３名博士生。同时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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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了 “八大教授”，当时或之后较为有名的教育学者还有陈剑恒、许忆痴、曾性初、王国新、吴惠龄、朱芳

春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河北大学教育系原 “八大教授”中的胡毅虽在，但为外语系教授，已不从事教育心理研究；

学科教学法与小学算术教学专家郝荫圃也在，但身体不好；教育学原理专家王培祚和中国教育史专家许椿生则调到

了石家庄的河北师院 （河北师大）工作。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育学界较有名气的初等教育专家陈剑恒则在河

北大学外语系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



始招收外教史硕士研究生，具体由姜文闵教授负责。１９９６年增加贺国庆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增强了

外国教育史研究生教育的实力。因此，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成为新时期的学科带头人，如傅

松涛 （比较教育学和教育社会学）、朱文富 （外国教育史与日本教育史）、郭健 （英美日教育与比较

教育）、王保星 （外国近现代教育史）、李素敏 （日美教育和教育管理学）、续润华 （外国教育史）、

张莅颖 （比较教育与学前教育）、屈书杰 （欧美教育史与比较教育学）等。

该校日本研究所 （１９７８成立）日本教育研究室的刘北鲁、赵秀琴、张玉琴、李文英等成为这个

专业团队的一部分，研究领域包括日本教育史、日本教育现状、中日科教比较等。该所与北师大外

国教育研究所、东北师大和华东师大的比较教育研究所一起，成为我国研究日本教育的四大中心。

滕大春 （１９０９—２００２）是我国当代外国教育史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１９３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

育系。１９４７年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先后获得比较教育和外国教育史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

《教育心理学新编》（１９３６）、《卢梭教育思想》（１９４７）、《教育学名词》（１９４７）等书，并发表多篇文

章。１９５０年回国，先后任河北师院、天津师大、河北大学教授。兼任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河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并担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外国

教育分支主编和 《教育大辞典·外国教育史》主编。著有 《今日美国教育》（１９８０）、《外国古代教育

史》（１９８１，与曹孚等合作）、《卢梭教育思想述评》（１９８４）、《美国教育史》（１９９４）、《外国教育史和

外国教育》（１９９８），主编 《外国近代教育史》（１９８９）、《外国教育通史》（六卷，１９８９—１９９４），译有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１９８３）、《德国教育史》（１９８６）。发表有关论文近百篇，其中与学科建

设相关的有 《美国是怎样向外国教育学习的》（１９７７）、《战后美国教育史界的流派和论战》（１９８２）、

《试论外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１９８４）、《试论 “比较教育”和 “洋为中用”》（１９８６）、

《试谈外国教育史的 “古为今用”和 “洋为中用”》（１９８６）、《研究教育史有助于促成教育现代化》

（１９９２）、《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展望》（１９９６）、《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教育》（１９９６）等。

《教育史研究与教育规律探索》（２０１９，贺国庆等编）是滕大春先生毕生教学和研究的成果结晶。

姜文闵教授是外国教育史硕士点负责人，曾任河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著有 《外国古代教

育史》 （１９８１，与滕大春等合作）、 《外国教育史话》 （１９８２，与吴式颖合作）、 《简明教育辞典》

（１９８８，与韩宗礼合作）、《哈佛大学》 （１９８８），主编 《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 （１９８９，与滕大春合

作）、第四卷 （１９９２，与张法琨合作），译有 《美国教育学基础》（１９８４，与刘付忱等合作）及杜威的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１９９１），还主编 《简明教育辞典》（１９８８）等。发表 《欧洲大学的兴

起及特点》（１９８２）、《近代德国教育发展的特点和对我们的启示》（１９８７）、《简论经院哲学的源与流》

（１９８９）、《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１９９１）、《“古为今用”和 “外为中用”辨析》（１９９５），以及评介夸

美纽斯、第斯多惠、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维多里诺、蒙田、康德、培根、阿奎那等人教育思想的

一系列文章。

刘北鲁 （１９２２—１９８８）专长于日本教育与职业教育。早年留学日本，抗战时期回国。曾任河北

大学日本研究所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兼任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第二届、第三届常务

理事，中国职工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主译 《职业教育》（１９８１）、

《日本的研究生院》（１９８３），主编 《日本教育现状》（１９８６）等，并撰写有关论文数十篇。《职工教育

与经济发展———刘北鲁教育文集》（１９９１）是其一生研究教育成果的汇集。

二是以刘文修、汪培栋教授为首的教育管理学专业，方向是学校管理学、高等教育管理、高等

教育学和教育经济学。骨干人员有韩宗礼、高建民 （教育经济学）、胡保利 （高等教育学）等。其中

韩宗礼教授专长于教育经济学，参编刘文修主编的 《教育管理学》（１９８６），著有 《教育经济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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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合著）、《教育经济学》（１９８８）、《简明教育辞典》（１９８８，合著）等。

刘文修 （即刘付忱，１９１２—２００３）专长于教育管理学和比较教育学。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

育系。曾在中学、师范、师专、师院担任过教师、讲师、副教授。１９４７年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育

学硕士学位，又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１９４８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河北师院、天津师大、河北

大学等校教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河北省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担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

育》教育管理分支主编。著有 《学校管理》 （１９８７，与王恩民等合作）、 《哥伦比亚大学》 （１９９３）、

《教育管理学》（１９９６），主编 《教育管理学》（１９８６）、《高等学校管理》（１９９３，与汪培栋合作），主

译 《教育与日本现代化》（１９８０）、《美国教育学基础》（１９８４）及苏联的几本教育教学著作等。代表

性论文有 《关于教育行政学问题》（１９８１）、《对于教育视导工作的认识》（１９８４）、《学校教育的中观

管理》（１９８６）、《高等学校的任务与领导》（１９８９）、《高等学校的工作任务和质量标准》（１９８９）、《全

球教育和发展教育》（１９９１）等。

汪培栋教授，１９３６年生，专长于教育管理学和高等教育学。１９５９年从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分配

到河北大学工作。历任教育系主任、高教所所长、副校长。兼任河北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理事长等。参与编著潘懋元主编的 《高等教育学》（１９８４），著有 《邓小平的教

育思想》（１９９２，与李锐合作）、《毛泽东的教育思想》（１９９３，与李江源合作），主编 《高等学校管

理》（１９９３，与刘文修合作）、《高等学校管理研究》（１９９７）、《高校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８）、

《中国现代教育论坛》（２０００）、《中国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１９９９，与苏琴合作）等。发表 《积极探

索高等教育的规律　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１９８０）等论文数十篇。１９９５年调任北京教育学院海

淀分院院长。《汪培栋教育管理学文集》（２００７）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汇集。

三是萧树滋、冯秀琪教授领衔的教育技术学专业，早期方向是电化教育教材教法。１９８６年，与

北师大、华南师大一起成为全国首批具有教育技术学 （新增试办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次

年开始招生，开创了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生教育的先河。骨干人员有路冠英 （教学论和学习论）、刘

式藩 （电子系主任，电子媒体技术），以及中青年学者、后来的学科带头人胡保利 （教育技术学与高

等教育学）、孙昌达、张红生、高丹阳等。其中冯秀琪著有 《电化教育概论》（１９８８）、《电化教育大

全》（１９９０）、《电化教育教程》（１９９６）、《中学信息技术教学研究》（２００１）、《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研

究》（２００１），还撰写了不少有关教育技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论文。

萧树滋 （１９１４—２００２）是新中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１９４３年毕业于西北联大教育

系，１９４７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视听教育硕士学位。１９４９年回国，历任文化部科普局电教管

理科科长、西北师院教育系教授等。１９５１年，在辅仁大学教育系开设并主讲电化教育课程。１９５７

年，又在西北师院与南国农教授开设电化教育课。１９８２年调到河北大学教育系任教授。兼任河北省

电教技术学会副理事长、《河北电教》主编等。１９８６年开办了培养高层次电教人才的硕士研究生点，

成为中国当时仅有的三个电教研究生点之一。著有 《幻灯片的制法》和 《外语电化教学》 （１９７９）、

《电化教育》（１９８３）、《电化教育大全》（１９９０，与万明高、冯秀琪等合作），主编 《电化教育概论》

（１９８８）等。

四是阎国华教授领衔的中国教育史专业。骨干成员有阎广芬 （中外近代教育史和女子教育史）、

谢长法 （中国现代教育史，后调至西南大学）及后由西南大学调入的吴洪成教授等。

阎国华，１９２８年生，１９５３年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后留校。后在天津师院、天津师大、河北大学教

育系任教。改革开放后，任教育系主任， 《教育史研究》杂志副主编。主编 《保定近代教育史略》

（１９９２）、《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马卷）》（１９９４，与王炳照合作）、《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近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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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与吴式颖合作）、《河北教育史》（２００３）、《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政策》（２００５）、《中国教育通

史》（２０１３，与王炳照、李国钧合作）等。还发表 《中国古代书院的三个特点》（１９８５）、《关于中国

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几点思考》（１９９５）等数十篇论文。

此外，路冠英、韩金生教授的教学论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是比较好的，他们合著有 《教学论》

（１９８７）、《教育科学研究法》（１９９２）等。相关学人有李志兴 （教育学原理）、汪明 （教育理论和政

策，后调至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

五是张述祖、胡士襄教授领衔的教育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史专业。骨干成员有詹

龙泽 （儿童心理与幼儿教育）、史志英 （普通与发展心理学）、杨宁 （理论心理学）、王亚同 （认知心

理学）、宋耀武 （认知发展与实验心理），以及从事幼儿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研究的杨宁、袁爱玲

（后调至华南师大）、崔爱林、刘彤、张莅颖等。

张述祖 （１９１３—２００９）专长于普通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史。１９３８年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

专业。１９４４年获中央大学研究院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历任前国立湖北师院教育系讲师，前国立师

范学院、前国立中正大学教育系副教授等。并发表数十篇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河北师院、

河北大学教育系副教授、教授。兼任 《心理学译报》常务编委、《心理科学通讯》和 《心理学报》编

委，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普通心理学及实验心理学专委会副主任。主编 《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

理学论文集》（１９８３），与沈德立合著 《基础心理学》（１９８７）和 《基础心理学增编》（１９９５），参编高

觉敷主编的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１９８２），并担任该书第一副主编。译有或主译 《心理学纲要》

（１９８０，与周先庚等合作）、《美国高中生物概要》（１９８４）、《西方心理学家文选》（１９８３，合著）、《认

知心理学》 （１９８９，与杨清合作）等，发表 《论教育测量的重要性和教育测量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１９７９）等多篇论文。

胡士襄 （１９２０—２００６）专长于发展心理学。１９４４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１９４８年留学美国

西南密苏里州立学院，获教育科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加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教育心理学。１９５１年回

国任中科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１９５４年调入天津师院 （后为天津师大、河北大学），历任

副教授、教授、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河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河北省翻译

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译著甚多，独译 《感觉器官的生理心理学概论》（１９５３）、《发生认识论原理》

（１９８１），合译 《巴甫洛夫学说与儿童心理学》 （１９５４）、 《心理学》 （１９５７）、 《儿童心理发展概论》

（１９６１）、《苏联心理科学》（１９６３）、《认知心理学》（１９８０）、《西方心理学文选》（１９８４）。并参与高觉

敷主编的 《西方心理学史》（１９８２）编写工作，还发表 《略论心理学的 “综合科学”性质》（１９６１）、

《论儿童心理发展的社会制约性》 （１９８１）、 《试论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外因问题》 （１９８１）等十多篇

文章。

（二）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师大地处石家庄，但其前身却在京津：一脉是北京河北师院 （１９５６，１９６９年迁至宣化）、北

京河北师专 （１９５１）；另一脉是天津河北师院 （１９４９）及更早的天津河北女子师院 （１９２９），该校

１９５６年迁至石家庄，更名为石家庄师院 （主要是理科四系及体育系、中文系、历史系，而教育系、

政教系、外语系主要人员则并入河北大学），后又更名为石家庄师大 （１９６０）、河北师大 （１９６２）。

１９９６年，这两所院校与河北教育学院 （１９８０）、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１９８８）合并，组建成新的河

北师范大学。其教育系也由原河北师大教育系、教科所，与原河北师院教育教学部 （１９８８）和原河

北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 （１９８４）于１９９８年合并而成。

１９７９年，原河北师大教育系恢复筹建，１９８３年开始招生，筹办人和首任系主任为王培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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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在高教研究室基础上成立教科所 （系所合一），所长先后为贾韫武、冯忠汉、吴金昌。１９８６

年普通心理学专业 （还有体育教学理论和方法）率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８年，《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 （教育科学版）》创刊。１９９９年成立学科教育研究所。２００６年，教育系升格为教育学院。

一是王培祚、贾韫武、冯忠汉教授领衔的教育基本理论专业，骨干成员有肖文娥 （德育论）、吴

金昌 （高等教育与教育信息学）、胡肇开 （教育学原理）、陶岚清 （幼儿教育学）、梁芝芳和赵明录

（教育学原理）、薛彦华 （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社会学）、田宝军 （教师教育学与学前教育学）、于益三

（教育学与德育）、史晓燕 （教育评价与管理）、索桂芳 （课程与教学论）、王宏方 （教育原理与教育

心理）、张爱华和刘国学 （教育基本理论），以及电教系的黄霄音和张文杰 （教育技术与网络教学）、

王润兰 （智能教育与数字化学习），以及化学系的王希通和曹玉民 （化学教学论）、孟秀兰 （物理教

学论）、夏晓烨 （生物教学论）等。

王培祚 （１９１０—１９８４）是河北师大教育系的开创者。１９３３年从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山东

多所师范学校教书，发表有关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学习心理、中国新教育、

教学法的文章数十篇，并著有 《儿童教养训》（１９４６）等书。１９４５年赴美留学，１９５０年获科罗拉多

大学研究院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天津河北师院教育系任教授。１９５６年随学校迁石家庄，

一直任教育教学部主任。１９７９年负责筹建教育系，并任系主任等。据称著作有 《农村教育拾零》《教

育改革论》等，论文有 《反映、反应与心理》《智力发展与教育》《强化在教育中的作用》等。１９８４

年在系主任任上突然去世，终年７４岁。今年是其逝世４０周年，值得纪念。

贾韫武教授专长于教学论和高等教育学。１９５４年毕业于天津河北师院教育系并留校任教。曾任

教务处副处长、教科所所长，河北省高教学会秘书长等。参编 《教育经济学研究》（１９８８，厉以宁主

编）、《现代教育思想论纲》（１９８８，余立主编），主编 《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９９），著有 《和教师谈教

学理论、教学思想与教学改革》 （２０１４）等。代表性论文有 《河北省探讨教育学中有关理论问题》

（１９８０）、《探讨教育本质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１９８０，与于益三合作）、《试论赞科

夫对苏联传统教学论的发展》（１９８２）、《有关教学过程理论的研究》（１９８４）、《如何提高教育学公共

课的教学质量》（１９８４）、《关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几个问题》（１９８６）、《试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

的特殊性》（１９９１）、《正确处理高校教学过程中知识与智能的关系》（１９９２）、《依法落实教育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１９９６）等。

冯忠汉，１９３３年生，专长于德育论。１９６０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教育系。曾任河北师大教科所副所

长、所长、研究员等。著有 《德育实论》（１９９０），主编 《教育学 （师专用）》（１９８７，与睢文龙、廖

时人合作）及其教参 《教育学教学咨询》（１９９１）、《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１９９３）、《德育工作艺术》

（２００１）、《学校改革的核心 “人的系统”变革》（２００１）。代表性论文有 《教育学研究要团结协作面向

实践》（１９８３）、《“竞争机制”不宜引入学校》（１９８７，与梁芳芳合作）、《学校德育工作的辩证思考》

（１９９０）、《“整体性、主体性教育”的教育思想探索》（１９９７）等。

二是许椿生教授领衔的中国教育史专业，骨干人员有王梦凡 （高等教育史与师范教育），以及中

青年学者、后来的学科带头人刘虹 （中国教育史）、瀚青 （赵俊杰，中国教育思想史和地方教育

史）等。

许椿生 （１９１１—１９９９）也是河北师大教育系的创始人之一。１９３５年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后，在河

北正定师范学校教书，发表 《大学教育学系之课程》（１９３５）等论文。１９４０年考入国立西北师院教育

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北师大教育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著有 《战时与战后教育》（１９４２，与

李建勋合著）等书。１９５０年调天津河北师院教育系任副教授。后借调人教社教育编辑室工作，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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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教科所筹建，著有 《小学算术教学法》（１９５４，与郝荫圃合作），参编新中国第一部师范学校

课本 《教育学》（１９５３）及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 （１９５９）等。改革开放后，任河北师大教授、

河北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史研究》杂志主编等。代表性论文有 《重视师范教育办好师范院校》

（１９７９）、《简谈历史上教师的作用和地位》（１９８０）、《义务教育的起源和演变》（１９８５）、《关于科举制

度产生的时间》（１９８７）、《从教育史学科的演变回顾教育史研究》（１９８９）、《旧中国私立大学的办学

特点》（１９８９）等。

三是陈泽川、邹大炎教授领衔的普通心理学专业，方向为心理学基本理论、中外心理学史、运

动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心理学。１９８６年，河北师大普通心理学专业与体育教学理论和方法同时获得硕

士学位授予权。骨干成员有李建周、曹启刚、阎克乐、苗学宜 （儿童心理学与能力心理学）、高玄珠

和陶岚清 （学前儿童心理和教育学），以及中青年学者、新的学科带头人王欣 （青少年心理辅导和咨

询）、章炼和陆运清 （教育与心理统计学）、鲁忠义 （认知心理学与学校心理学）、张月娟 （心理健康

与评估）、张志杰 （实验心理与时间心理）、石国兴 （学校心理与心理健康）、翟洪昌 （人格实验心理

学，后调广州大学）、冯江平 （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后调云南师大）等。其中，１９３０年出生的曹启

刚、李建周教授都专长于普通心理学特别是运动心理学，并分别担任河北省心理学会正、副理事长。

前者参编国家体委组织编写的 《运动心理学》（１９８３），后者著有或主编 《体育心理学》（１９８４）、《体

育运动心理》（１９８６，与刘慎年、许尚侠合作）、 《体育运动心理学》 （１９９０，与刘慎年、刘淑惠合

作）、《心理学》（１９９１）等，并担任 《心理学大辞典·体育心理》副主编 （２００３）。北大心理专业毕

业的阎克乐教授专长于实验心理学和心理生理学，参编 《小学儿童心理学》（１９８３），著有 《自我控

制及其临床应用》（１９９０）、《元实用催眠术》（１９９１）、《认知神经科学基础》（２００８，与魏景汉合作）

等，还发表不少有关论文。

陈泽川教授，１９２８年生，专长于西方心理学史和教学心理学。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历任河

北师大教育系副教授、教授，兼 《心理科学通讯》编委等。参编高觉敷主编的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

（１９８２），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心理学史的副主编 （１９８５，高觉敷主编），译有 《斯金纳自

传》（１９７９）、《西方心理学家文选》（１９８３，合著）、《美国教育学基础》（１９８４，与刘付忱等合作）、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１９８６，与林尘等合作）。有关教学心理的论文有 《有关程序教学诸因素的一

些资料和看法》（１９６５）、 《斯金纳描述行为主义及其学习理论简介》 （１９８０）、 《学习的生理机制》

（１９８２）、《罗杰斯的教学观》（１９８２）、《试论西方两派学习理论的基本分歧和相互影响》（１９８３）、《人

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格观》（１９８３）、《略读 “过度学习”》（１９８４）等。

邹大炎，１９３５生，专长于心理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心理学史。１９６１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

业毕业后，一直在河北师大任教。曾任教育系副主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河北省心理学

会副理事长、教育学会教育心理专委会主任等。参编我国第一部 《中国心理学史》（１９８５）高校教材

及 《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１９８５）和 《心理学大辞典》（２００３）。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在 《心

理学报》上发表 《范缜的心理学思想述评》 （１９８３）、《龚自珍的心理学思想述评》 （１９８４）、《试论

〈诗经〉中的几个文学心理思想》（１９８７）、《试论颜元的教育心理思想》（１９９２）等。

此外，河北教育学人还有：河北省教育厅及其教科所 （现教科院）的安效珍 （基础教育与中小

学德育）、韩清林 （教育政策理论与基础教育发展）、刘仲春 （创造教育）、贺银瑞 （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许银海 （中小学教育科研）、宋伏秋 （普通教育评价与教学目标体系）、宗树兴 （教育法制与教

师科研）、张豪林 （语文教学）、耿荣久 （劳动教育课程与自然教学）、韩四清 （自主学习与智慧教

育），以及承德师专 （现河北民族师院睢文龙 （教育学原理）），保定师专 （现保定学院）吴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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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学），沧州师专 （现沧州师院）陈景普 （教育管理心理学与学校德育）等。

三、山西教育学人

（一）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是中国办学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山西高校分化的 “母机”，其前身是１９０２

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其教育系始于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１年开始招生。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系教授有史

国雅 （首任系主任）、张元恺 （教育心理学，山西省心理学会首届理事长）、童德禧 （教育哲学与德

国教育学）、孙经灏 （中外教育史）、祁森焕 （教育概论与教育史）、张文 （教育哲学与逻辑学，后

调至哲学系）、王伯伦 （文化教育哲学，后调至哲学系）、刘明樾 （教育测验与心理卫生，后调至曲

阜师大中文系）、武占元 （教育心理与外语教学，后调至河南师大外语系）、丁裕超 （教育原理与教

学理论）、辛治华 （心理卫生）等。

１９７８年，山西大学成立教育科学研究室。１９８０年，在此基础上重建教育系，由史国雅教授重新

出山主政，之后系主任先后为张拓基、韩向明、侯怀银。１９８４年成立高教研究室 （后改为高教所），

负责人为林明榕等。１９９９年撤系改院，院长先后为侯怀银、刘庆昌等。最初的开拓者有丁裕超、辛

治华、张拓基 （教育心理测量和学校管理心理学）、郑俊杰 （小学数学教学法）、李大章 （中国教育

史）、吴育桂 （教育心理学）、韩向明 （高等教育学与社会心理学）、熊齐平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

高等教育）、李树桂 （儿童心理学）、韩学珍 （教育心理学）等。

郑俊杰教授从１９７６年开始，把结构转化原理运用到小学数学教学实验之中，１９８６年实验班取得

显著效果后，扩大到十多个县市的１２０多个农村小学实验班，又获大面积丰收，并形成总结报告

《小学数学教改十年的实验结果与结构转化的教学措施》（１９８９）与 《一项数学教改实验的教学原理》

（１９８９）。张拓基教授１９８４年与山西教科所的陈会昌合作编制的气质量表 （见 《全国第五届心理学学

术会议文摘选集》），被广泛采用或引用。此外，该校高教研究室 （１９８３年成立）负责人、后为师范

学院学习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林明榕研究员，长期从事学习方法论和学习科学的研究，是国内创立学

习科学的倡导者之一，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在大、中学开设 “学习方法论”的研究论文和构建学习学

的论著。

印象中，当时山西大学教育系教育学与心理学均衡发展，最有名的教授有三位：一是专长于课

程与教学论的史国雅教授，二是专长于教育基本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的丁裕超教授，三是专长于教育

心理学的辛治华教授。他们培养的研究生也是很出色的。

史国雅 （１９０６—２００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提出重建课程论的教育学人之一。１９３３年毕业于燕京

大学教育系后考取官费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巴皮地师范学院，１９４１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先

后在中山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教育系等任教授，并发表不少论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山西

大学任教，是教育系首任主任。发表的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德育过程》 （１９５７）引人瞩

目。特别是１９８４年发表的 《课程论的研究范围及指导原则》，在回顾中外课程改革和课程论研究历

程的基础上，呼吁恢复 “课程论”，提出了开展课程论研究的一系列意见。１９９２年出版专著 《课程

论》，又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丁裕超 （１９１０—１９９８）专长于基本教学理论和教学论。１９３５年毕业于湖北教育学院教育系。曾

担任湖北教育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师院、山西大学教授。著有

《教育学广播讲座》（１９７９）、《教育学论丛》（１９８１）、《青年教师５０问》（１９８７）等多部著作，发表

《现代教学论的新发展》（１９８２）等论文数十篇，其中在 《山西教育》（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发表的十多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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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章，探讨了教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辛治华 （１９１７—２０００）专长于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卫生研究。国立西北师院教育系毕业。１９４２年

又考入该院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前后届同学有许椿生、韩温冬、郭士豪、杨少松、苏竞存、高振业、

沈庆华、陈侠、景时春等。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大学教育系工

作，历任副教授、教授，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山西省心理学会理事长。１９８６年，他领衔的教育心理

学专业率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著有 《心理卫生》（１９９０）等，并在 《心理学报》等发表有关心理

统计、社会心理、心理卫生、教育和儿童心理等方面的论文。

改革开放后，山西大学教育学科成长起来一批优秀中青年学人，如侯怀银 （课程论和教育学科

建设）、刘庆昌 （教育学原理）、章竞思 （教育心理统计与测量）、范红霞和辛志勇 （教育心理学）、

马惠霞 （心理健康教育与学业情绪）、李毓秋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李建宁 （教育教学评价）、李德

显 （教育原理与课程教学）、张玉立 （发展心理学）、陈平水 （教育经济学）、郭芬云 （高等教育学）、

王春燕和邢少颖 （幼儿心理与学前教育）、徐冰鸥 （课程与教学论）、杨继平和梁晓燕 （发展和教育

心理学），以及体育系的吴峰山 （体育教育学）等。

（二）其他

除了山西大学，山西省比较突出的教育学人还有：山西师大的刁海泉与刁文兰夫妇 （师范教育

与教育原理）、田世昆 （物理教材教法）、王殿璋 （师范教育与农村教育）、陈德安 （中国教育史）、

陶本一 （语文教育学，后调至上海师大）、王光龙和卫灿金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李忠康 （教育学

原理）、杨宝忠 （教育学原理和家庭教育学）、申国昌 （中国教育史）、秦金亮 （理论心理学与儿童教

育心理学）、程素萍 （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陈红香 （心理健康教育）、胡卫平 （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科学教育）、郭志明 （外国教育史），山西教育学院的陈茂林 （基础教育与德育），太原师专

（现太原师院）的刘蕴宽 （教育心理与高等教育学）、谢水芬 （教育原理与中外教育史）、李红亚 （教

育原理和教育心理学）、史克学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教师专业化发展），雁北师院 （现山西大同大

学）的张军征和刘志华 （教育技术学），太原市教科所的刘新生 （教育心理学与自学辅导教学实

验）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教育厅及其教科所从事教育教学理论和教育政策管理研究的学人阎可

珍、荆世华、肖垠、陈会昌 （后调至北京师大）、张崇善、张启航、张连捷、卢红等。特别是专长于

发展和教育心理学的陈会昌研究员，１９８１年从上海师大教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 （导师李伯黍），后

进入山西省教科所工作。１９９３年调入北京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研究方向为儿童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中小学生的品德发展与教育，提出过 “尊重平等教育理论”“幼儿社会化理论”与多种干预措施，并

编有一些用途广泛的心理测验量表，发表很多论著、译作。此外，该所创办的 《教育理论与实践》

（１９８１年创刊，原名为 《山西教育科研通讯》），是当时不多且较为有名的教育学术杂志，也为本省

教育学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四、内蒙古教育学人

内蒙古教育学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大 （１９８２）之前叫内蒙古师院 （１９５２），

是新中国最早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高等学校。其教育系始建于１９６０年，前身为建校时成立的

教育心理教研室。１９８１年建系并开始招收学校教育专业本科生，１９８４年开始招收学前教育专业本科

生。教育系主任先后为扎巴、陈中永、郝保文等。１９８３年成立教科所 （与教育系合署办公），所长先

后为靳乃铮、扎巴等。１９８６年，取得教学论和发展心理学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教育学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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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靳乃铮教授，名气也最大；心理学领头人为李屏西教授。２０００年内蒙古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并入

内蒙古师大教育系。２００３年更名为教育科学学院。有两个专业比较突出。

一是靳乃铮、金增、扎巴教授领衔的教育基本理论和教学论。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教学论、现

代教学论、学科教学论、课程与教学设计、比较教学论。早期科研和教学骨干有姜华 （教育原理与

德育论）、王继祯 （小学数学教材教法）、李龙 （教育技术学）、张文府 （学科教学法）、王乃忱 （小

学语文教学法和外国教育史）、巴图 （教育经济学）、那顺 （蒙古族教育史），以及中青年学者、新的

学科带头人亚新 （民族教育与教育评价）、苏德 （民族教育学）、刘文霞 （教育哲学）、谢兰荣 （教育

学原理和教育史）、王风雷 （民族教育史与元代教育）、王有亮 （近代教育史）、郝保文 （教育教学理

论）、金志远 （民族教育学与学习心理学）、张拓书 （语文教学法与心理教育）、米俊魁 （教学原理）、

于晶 （教育原理与教育管理）、关布 （民族教育）、周越和边琦 （教育技术学）、斯日古楞 （教师教育

与教学理论）、朱颜杰 （教育学原理与学校管理论）、何士 （教育学原理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以及

数学系的代钦 （数学教学论与数学教育史）等，在全国都占有一席之地。

靳乃铮，１９２９年生，专长于教育学原理和中国教育史。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就学于天津河北师

院和北京师大教育系。曾任内蒙古师大教育系教授、教科所所长，兼任全国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内蒙古教育学会副会长等。１９８０年参与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编写计划的制定和编辑工作，

１９８５年又被聘为 《教育大辞典》教育分册的副主编。著有 《启发式教学》 （１９８４），主编 《教育学》

（１９９１）等。在 《教育研究》及其丛刊等发表 《中国教育科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１９７９）、《新时期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初探》 （１９８０）、 《重新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关于培养目标》 （１９８１）、

《教育的本质和归属》（１９８２）、《谈正确对待我国古代教育遗产问题》（１９８３）等文。

从北京调到内蒙古师院的金增教授专长于教学理论和学科教学。发表过 《对心众著 〈阶级教育

方面几个心理学实验研究介绍〉一文的意见》（１９６５）、《新教学论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布鲁纳、

赞科夫教学论初探》（１９８１）、《教学规律浅议》（１９８２）、《论教育的本质》（１９８３）、《关于合作教育学

的讨论纪要》（１９８９）、《论教学过程及其规律》（１９９２），及其多年主持的关于小学数学教材教法改革

实验的几个总结报告。从苏德教授那里得知，金增教授教学很精彩。该校教育系１９８１级学生回忆

说：“金增老师的讲课风格十分独特，表达能力极强且有相当大的震撼力。”①

扎巴教授，１９３７年生，是我国蒙古族教育学科和心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１９６１年从北京师大教

育系毕业后一直在内蒙古师大工作。曾任教育系主任、教科所所长，内蒙古民族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等。先后出版 《心理学》（１９８１）、 《儿童心理发展概论》 （１９８１）、 《心理学基本理论与教学工作》

（１９８３）、《简明心理学词典》（１９８９）、《汉蒙对照心理学名词术语》（１９８９）、《学校心理学》（１９９４）、

《蒙古族教育概要》（１９９５）、《教育学》（１９９６），并主编 《蒙古学百科全书·教育》（２００９，与苏德合

作）等。代表性论文有 《内蒙古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 （１９９９）等。 《扎巴著作选》

（２０１６，蒙古文）汇集其一生的研究成果。

二是李屏西、关树文、陈中永教授领衔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方向为民族儿童心理发展、

心理教育与训练、发展心理测评等。骨干成员有张慕蕴 （儿童心理）、刘秀云 （管理心理学），与中

青年学者、新的学科带头人陈中永 （心理教育学）、斯日古楞 （教育心理学）、刘满贵 （儿童心理

学）、郑淑杰 （理论心理学）、郑莉君 （健康心理学与心理健康教育）、七十三 （民族教育与儿童教育

心理学）、李笑燃 （大学生人格与心理自助）、诺敏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以及从事幼儿心理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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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研究的白乙拉、张玉梅、蔡淑兰、邢利娅、王乃正等。其中，做过系主任和校长的陈中永最

为突出。他是蒙古族人，于１９８５年获得华南师大教育学硕士学位并到本校工作，先后致力于教育心

理测量和评价、心理教育论与心理教育学、跨文化发展心理学、心理学元研究等领域，发表了一系

列有影响的相关论著。

李屏西 （１９２１—１９８９）专长于心理学基本理论、心理学史和教育心理学。１９４８年考入中原大学

教育学院，后转入华北大学学习。先后在北京师大、沈阳师院任教。１９５６年调至内蒙古师院工作。

参与彭飞主编的 《心理学》（１９８２）与高觉敷主编的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１９８２）的编写工作，并

著有 《中国心理学史教材专题选编》（１９８５）。还发表 《教学与发展关系问题初探》（１９８０）、《教学过

程中学生理解知识的规律性及其特点的研究》（１９８１）、《谈谈当前心理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１９８７）、《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理意识学说与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１９８９）等论文。

关树文，１９３２年生，专长于教育心理学与民族和社会心理学。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曾

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内蒙古心理学会副理事长、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著有 《教师要学一点心理

学》（１９８２）、《个性发展心理学》（２００１），主编 《心理学》（１９８９，与张慕蕴合作）、《应用教育心理

学》 （１９９１）等。有关教育心理方面的论文有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１９８０）、《谈谈教育与智力开发》（１９８３）、《论学习迁移规律在教学中的运用》（１９８６）、《试论创造性

思维及其培养》（１９８７）、《中国少年读物中的性别角色研究》（１９９４）、《归因理论及其在教育工作中

的应用》（１９９６，与刘秀云合作）、《蒙汉回藏中学生性度取向的跨文化研究》（１９９７）、《从呼和浩特

地区高校学生违法违纪情况看素质教育问题》（２０００）等。

此外，内蒙古教育学人较为突出的还有自治区教科所和教育学院的傅永春 （民族教育与教育心理）、

米俊魁 （教育学原理与高等教育学，后调至内蒙古师大）、张岩静 （传统美德教育论）、胡春梅 （民族教

育发展），内蒙古社科院石向实 （哲学心理学），内蒙古医学院静进 （儿童心理疾病与矫治），呼伦贝

尔学院朱玉东 （教育原理与教师专业发展），集宁师专 （现集宁师院）孙忠诚 （教育心理学）等。

（责任编辑　孟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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