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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 名 教 育 学 家，长 期 致 力 于 教 育 学 原 理 的 教 学 与 研 究 工 作，成 就 卓 著，影 响 深 远。

本年表记录先生自出生迄今 （２０１６年９月）的 主 要 生 活 经 历 及 学 术 活 动 与 成 就，按 年 月 列 叙，同 时 附 录 他 公 开 出 版

的学术著作目录，以期为胡先生教育学术思想的研究者提供准确、完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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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１．本学术年表内容根据胡德海先生各

种著作和所撰写的有关回忆性文字，以及笔者对先

生的访谈记录；２．本学术年表经胡先生亲自审阅

并校正。

１９２７年

９月２９日 （农 历 九 月 初 四）生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县大坟头村 （时为汤溪县，１９５８年１０月，该县建

制撤销，并入金华县）。

１９３３年

２月，入本村黄山初级小学读书。

１９３８年

９月，入龙游县湖镇启明小学就读。

１９３９年

９月，转入本县洋埠小学就读。

１９４１年

１月，洋埠小学毕业。

２月，在本县一乐堂村安定小学补习班就读。

９月，在本县上陈补习班 （上陈村）就读。

１９４２年

２－４月，仍在上陈补习班就读。

５月，日 寇 进 犯 县 境，家 乡 沦 陷。三 个 月 后，
日寇退出汤溪，据守在金华、兰溪等地。

９月，考入新成立的汤溪县立初级中学 （校址

在一乐堂）学习，为该校首批招收的学生。期间曾

因病于１９４４年下半年休学一学期，至１９４６年１月

毕业离校，为该校第三届毕业生。

１９４６年

２月，考入浙江省立金华中学学习。

１９４７年

６月，在金华中学校刊 《金中学生》发表诗作

《卖报童》，是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此后近一年

时间里，在金华各报刊陆续发表诗文１０数篇。

１９４９年

１月，金华中学毕业。

２月，应本县私立维二中学之聘，任该校初中

英语教师，是为一生从教之始。７月离职。

５月，汤溪解放。

９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在京入

学不久，得 慈 母 亡 故 噩 耗。铭 心 刻 骨 之 痛 萦 绕 于

心。
在京读书期间，曾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１年７

月，兼任北京虎坊桥平民夜校校长和前门区职工业

余中学语文教师近２年。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９５２年４
月间，随集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土改第十 三 团）到 江 西 于 都 县 参 加 土 地 改 革 近 半

年，至１９５２年５月１日前返京。

１９５３年

７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分配至甘肃

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 （今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任

教。

１９５５年

１月，与蒋小素女士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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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半年开展的 “肃反”运动中，被作为重点

对象审查政治历史问题。

１９５６年

８月，长女出生。
上半年参加由 《人民教育》杂志社发起的关于

“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问题的讨论，在该刊发表

过一篇短文，并因此于下半年写了题为 《论人的全

面发展》的文章，约１０万字，此文被甘肃人民出

版社选中纳入该社次年出版计划，后因 “反右”开

始而未能出版。

１９５７年

在整风 “反右”运动中，被划为 “右派分子”，
遭受批斗，不能上课，安排在教育系资料室、办公

室做资料和杂务工作。

１９５８年

７月，二女出生。

９月，随教育系部分师生一起在靖远县大水头

煤矿参加大炼钢铁劳动５０天。

１９６３年

３月，父故世。

１９６４年

８月，宣布摘去 “右派分子”帽子，但仍在教

育系办公室工作。

１９６５年

７月，随学校师生集体在酒泉县东洞公社参加

“社教”半年。

１９６６年

２月，从酒泉社教回校不久，于３月又被派往

宁县盘克 公 社 参 加 “社 教”９个 月，至１１月 始 返

回。
其时，教育系已被宣布撤销，成立了教育研究

室，原有教育系部分人员即在研究室参加学习和有

关活动。“文革”中，教育研究室也被撤销，原有

人员被分配至其他各系。

１９６８年

３月，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强制在校内劳动

改造，历 时 一 年，期 间 被 关 押 在 校 内 “牛 棚”８５
天，先后遭抄家４次。

１９６９年

１０月，随生物 系 师 生 集 体 到 镇 原 县 孟 坝 公 社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１９７０年

７月，从镇原县农村返回兰州，被安排参加校

内下挖工程劳动。

９月，被派到靖远 “五七”分校劳动。

１９７２年

８月，从靖远 “五七”分校返回学校。

９月，被 派 到 新 成 立 的 师 大 职 工 子 弟 学 校 任

教。担任高一两个班英语和一个班语文教学工作，
并兼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是年底，职工子弟学

校合并到师大附中 （时称兰州３２中），自此，在该

校任高中英语、语文教师。

１９７７年

６月，作 《水 调 歌 头 今 日 神 州 花 更 红》等 词

数篇，诗数首。

１９７８年

２月，从西北 师 大 附 中 调 回 师 大 外 语 系 工 作，
教公共英语。

５月，晋升为讲师。

１２月，宣 布 “右 派”系 错 划，与 外 语 系 教 师

李森等一起，为学校首批改正者。

１９７９年

９月，参加在兰州友谊饭店举行的中国教育学

会教育学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提交论文 《论人的

全面发展》，约２万 多 字，此 文 后 改 为 《论 人 的 全

面发 展 的 历 史 必 由 之 路》，发 表 在 《教 育 研 究》

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１９８０年

３月，调入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到北京师范

大学听美籍华裔胡昌度教授讲 “比较教育”课３个

月。

９月，为教育系三年级本科生开设比较教育课

程一学期。

１９８１年

２月，为教 育 系 二 年 级 学 生 开 设 “教 育 经 济

学”课程一学期。

３月，发表 《关 于 教 育 的 本 质 属 性 问 题》，载

《教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５月，晋升为副教授。

１９８２年

２月，先后为教育学硕士生、博士生讲授教育

学原理至今。

９月，发表 《社会主义生产目标与教育目标》，
载 《西北 师 大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１９８２年 第４
期。

１９８３年

３月，任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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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带领教师及研究生若干人深入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撰写了甘南、临夏

两州民族教育工作情况调研报告数篇。

１２月，发表 《我国 教 育 工 作 指 导 思 想 上 的 拨

乱反正》，载 《甘肃教育》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

１９８４年

２月，发表 《我 国 教 育 工 作 的 正 确 方 向》，载

《教育科学研究通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３月，发表 《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载 《教育科学研究通

报》１９８４年第３期。１０月，支部通过加入 中 国 共

产党。

１９８５年

６月，发表 《教 育 起 源 问 题 刍 议》，载 《华 东

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１９８６年

３月，发表 《论 教 育 的 传 播 学 原 理》，载 《电

化教育》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１０月，发表 《从国 外 中 学 课 程 谈 我 国 初 中 课

程的拟订》，载 《课程·教材·教法》１９８６年第１０
期。

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康涅狄克州州立中央大

学教育学院讲学，考察美国教育一年，被康涅狄克

州新不列颠市授予 “荣誉市民”称号。

１９８７年

３月，任西北师范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首任所

长。

４－５月间，跟 随 为 筹 备 召 开 第 二 次 全 国 援 藏

工作会议的教育部民教司、计财司的相关负责同志

到拉萨对西藏教育情况作调研，历时约半月。

６月，晋升为教授。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学科规划组成员。

７月，由北京到北戴河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会议。

９月，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援藏工作

会议。

１９８８年

４月，发表 《美国中等教育课程的设置与改革

情况》，载 《课程·教材·教法》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５月，发表 《论 教 育 的 自 在 和 自 为》，载 《教

育研究与实验》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５－６月 间，分 别 在 成 都、甘 南 两 地 参 加 全 国

五省区藏族教材工作会议。
发表 《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载 《教育研究》杂志编辑部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中国教育科学的回顾与展望》，教育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１９８９年

２月，任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委员。任甘肃省中小学特级教师评定委员会委

员。

１９９０年

２月，聘为甘肃教育学院兼职教授。

３月，发表 《教育学概念和教育学体系问题》，
载 《教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４月，到北戴河参与研讨 《教 育 大 辞 典》 “民

族教育卷”有关词条的编写。

７月，发表 《关于我国民族教育的几个问题》，
载 《西北 师 大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１９９０年 第４
期。

９月，聘任 《教育研究》杂志第二届编委会委

员。

１９９１年

１月，发表 《论 教 育 现 象》，载 《教 育 研 究 与

实验》１９９１年第１期。赴南宁参加 “雷沛鸿教育思

想研究会第二次学 术 会 议”。自 此，参 加 雷 沛 鸿 教

育思想的研究活动达１０年之久。

２月，兼 任 甘 肃 省 高 等 学 校 师 资 培 训 中 心 教

师，讲授 “人生与教师修养”课程，每年２期，到

２００１年底止。

３月，任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

委员。

７月，发表 《我对雷沛鸿及其教育思想的初步

认识》，载 《教育评论》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１９９２年

２月，发表 《关于什么是教育和教育的功能问

题》，载 《ＪＩＰ在中国》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１０月，发表 《论教育、人和社会的关系》，载

《教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０期。

１９９３年

４月，聘任 《教 育 大 辞 典》合 卷 修 订 本 编 委。
聘任广西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

９月，发表 《祝 〈华东师 范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学版）创 刊 十 周 年》，载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教育科学版）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作 《重建先祖父母

坟墓记》。

１０月，发表 《建国４０年来我国民族教育事业

的回顾与展望》，载 《甘肃民族教育论丛》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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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１２月，正式退休。

１９９５年

９月，发表 《论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

要》，载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 学 版）１９９５年

第５期。

１９９６年

２月，专著 《人生与教师修养》由上海教育出

版社出版。

１９９７年

１月，发表 《在教育科学体系中应有教育评论

学的地位和作用》，载 《教育评论学研究》１９９７年

第二辑。

１９９８年

８月，发 表 《论 中 国 历 史 上 的 教 育 家》，载

《教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８期。

１２月，发表 《论教育和自我教育》，载 《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４期。受

聘为 《教育 研 究》杂 志 第 三 届 编 委 会 顾 问。专 著

《教育学原理》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著酝酿

构思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历经１０余年的潜心

学习、积累、研究始面世。

１９９９年

１月，作 《沁园春 祝郑文教授九旬华诞》词。

３月，发表 《论 教 育 的 功 能 问 题》，载 《西 北

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４月，聘任第三届甘肃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６月，聘为兰州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讲师团

教授。
专著 《教育学原理》分别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提名奖，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中国教育

学会 “东方杯”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２０００年

１月，发表 《孔 子 的 生 平 经 历 和 历 史 地 位》，
载 《教育论 丛》一 书，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１
月版。作甘肃省教育学研究会主编 《教育论丛》一

书 “前言”。

５月，发 表 《论 修 养》，载 《西 北 师 大 学 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２００１年

２月，作贠守勤 《现代课堂教学论》序。

３月，发表 《我对教育家韦善美的基本认识》，
载 《教育家韦善美纪念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

司２００１年出版发行。

６月，发表 《容闳和中国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活动始末述实》，载 《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９月，专著 《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由甘肃

教育出版社出版。
专著 《教育学原理》获第四届甘肃省优秀图书

奖特别优秀奖。

２００２年

１月，发表 《关于 “课程”、“素质”两个概念

的认识和界定问题》，载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２月，聘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

研究生导师。

３月，受聘为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兼职教

授。

１０月，发表 《中国 早 期 留 美 学 生 返 国 后 的 前

程、事业与结局》，载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

５期。发 表 《为 国 学 习，努 力 自 爱》，载 《西 北 师

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甘肃人民出

版社出版。

１２月，受聘为 中 国 教 育 学 会 教 育 学 分 会 学 术

顾问。
专著 《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获第七届中国

西部地区汉文教育图书一等奖。

２００３年

１月，发表 《论２０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载

《教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６月，聘为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教育研

究所顾问。聘为甘肃省第四届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９月，发表 《关于师德修养》，载 《育人经纬》

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２００４年

１月，发表 《思 考 教 育 学》，载 《西 北 师 大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２月，发表 《〈教育者的哲学〉序》，载刘庆昌

著 《教育者的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５月，发表 《美国教育史上几位卓有贡献的大

学校长》，载 《河西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１０月，发表 《对教育本质的再认识》（和武汉

理工大学刘智运教授合作），载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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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作李 长 著 主 编 《西 北 民 族 高 等 教 育 研

究》一书序。

６月，发表 《我国智育研 究 综 述》 （和 李 虎 林

合作），载 《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１０月，《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由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该著为 “中 国 当 代 教 育 论 丛”之 一，
收入作者代表性论文３４篇。

专著 《教育学原理》入选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

究生教育司遴选推荐的 “研究生教学用书”。

２００６年

５月，荣获第二届西北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

７月，荣获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９月，专著 《教育学原理》 （第 二 版）由 甘 肃

教育出版社出版。

１０月，作 《朱兆西王菊英夫妇墓碑记》。

２００７年

３月，撰写 《在 一 乐 堂 汤 溪 中 学 读 书》一 文，
载 《汤中写真》２００７年４月号 （总第１１６期），另

见２０１１年９月 出 版 的 《汤 中 印 记》一 书。作 《忆

昔在汤溪中学读书》诗。

７月，发表 《中 小 学 教 师 流 动 的 实 然 与 应 然》
（与薛 正 斌 合 作），载 《当 代 教 育 科 学》２００７年 第

１３期。

２００８年

１月，发表 《简谈不能把教育学界说为一门研

究培养人的学问》，载 《北 京 大 学 教 育 评 论》２００８
年第１期。聘任为甘肃省第五届中小学教材审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６月，出版 《教育学原理》（简缩本），是对专

著 《教育学原理》 （第二版）内 容 的 浓 缩 和 精 选，
意在为普通高校本科生学习教育学专业知识作教材

之用，仍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作高闰青 《“以

人为本”理念及其教育实践问题研究》序。

８月，撰 写 《１９５７：我 的 记 忆 与 思 考》一 文。
作李逢忠 《清晨的钟声》序。

２００９年

１月，发表 《论教育的两个 “为本”》，载 《当

代教育与文化》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作李保强 《教育格

言论析》序。

２月，作张华龙 《体悟教育研究》序。

３月，发表 《高闰青 〈“以人为本”理念及其

教育实践 问 题 研 究〉序》，载 《当 代 教 育 与 文 化》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５月，撰写 《在金华中学读书》一文，载金华

第一中学网站。

８月，作韩永红 《论自我教育》序。

２０１０年

１月，发表 《论 人 文 精 神 与 人 的 素 质 （一）》，
载 《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３月，发表 《什 么 叫 人 文 精 神》，载 《江 苏 教

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作 《忆

杨庄》诗二首，《思念罗山府》诗一首。

４月，发表 《论 人 文 精 神 与 人 的 素 质 （二）》，
载 《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５月，发 表 《置 身 于 教 育 学 术 的 天 地》，载

《高等理科教育》２０１０年第３期。作杨晓 《语文课

程中的人文精神———从理念到运行》序。

７月，发表 《人文精神的缺失及其历史、社会

原因———杨晓 〈语文课程中的人文精神———从理念

到运行〉序》，载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０年第

３期。

９月，作 《富润园铭并序》。

１０月，应 深 圳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深 圳 大 学、
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之邀前往深圳、广州两地作学

术访问，与有关师生座谈交流。

２０１１年

５月，作金萍 《多维视域下翻译转换能力发展

与翻译教学对策研究》序。

６月，撰写 《安 宁 生 活 述 忆》，载 《安 宁 文 史

资料选辑》第三辑。

１１月，作邵波 《本征教育学概论》序。

１２月，发表 《回望汤溪私立维二中学》。

２０１２年

７月，发表 《什 么 是 哲 学》，载 《中 小 学 课 程

教材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９月，发表 《我 们 为 什 么 要 学 习 研 究 哲 学》，
载 《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１０月，作高闰青 《河 南 省 农 村 教 育 热 点 问 题

研究》序。作蔡中宏 《教育与社会关系研究》序。

１１月，发 表 《我 们 怎 样 学 习 研 究 哲 学》，载

《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１２月，发 表 《王 国 维 与 中 国 教 育 学 术》，载

《教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２０１３年

１月，发表 《教育学界在不少基本理论问题上

需要正本清源》（和孙丽华合作），载 《当代教育与

文化》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３月，发 表 《我 的 评 介 和 感 想———读 高 闰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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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村教育热点问题研究〉书后》，载 《当代教

育与文化》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６月，发表 《关 于 什 么 是 教 育 学 的 问 题》，载

《中国教育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辑。

８月，作 高 闰 青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研 究》
序。

１０月，作 《董承舒诗、书作品集》序。

１２月，专著 《教育学原理》（第三版）由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学原理》第三版在第二版

基础上作了较多篇幅的增删修订。

２０１４年

５月， 《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由甘肃人

民出版社出版。

２０１５年

６－７月，应 邀 赴 武 汉 大 学 参 加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答辩，作学术报告。应邀赴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

西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与该校师生、相关研究人

员进行学术交流。此行在江西庐山和共青城，分别

造访了白鹿洞书院和拜谒了胡耀邦墓地陵园。在中

山大学造访了陈寅恪先生旧居。

９月，专著 《教育学原理》 （第 三 版）荣 获 第

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一等奖。

２０１６年

７月，夫人蒋小素女士逝世。

８月，《教育学原理》（简缩本）第二版由甘肃

教育出版社出版，与第一版相较，此书在内容上有

所缩减。

附：胡德海先生学术著作目录

１．《人生与教师修养》，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

２． 《教 育 学 原 理》，甘 肃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

版。

３．《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甘肃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版。

４．《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人民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版。

５．《教育学原理》（第二版），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

６．《教育学原理》（简缩本），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７．《教育学原理》（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

８．《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甘肃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９．《教育学原理 （简缩本）》（第二版），甘肃

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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