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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心理学的出身，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哲学是其母体，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其催生的力量。
由于出身的这种特殊性，心理学诞生后百余年来，一直在“亦文亦理”的道路上摇摆前行。
其间，心理学与教育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教育心理学、学校心理学等以教育问题为直接研究对
象的分支学科和领域，还有发展心理学、心理测量学、社会心理学等为实施教育提供依据和指导的学
科，当然还有最新的认知神经科学，其成果和研究进展都会直接触动教育改革与发展，更新教育观念
。
可以说，心理学中的若干分支学科的发展与研究成果为教育问题的科学解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教育问题“心理学化”的同时，教育学的发展也在拉动心理学的成长。
教育不仅是心理学展示价值的重要领域，也是心理学研究的问题源。
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学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心理学若干领域研究的方向、研究的内容以及研究成果的价
值。
总而言之，教育与心理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好朋友”，应该携手而行。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策划出版“教育·心理研究与探索”丛书，集中展示近年来该院在全国著名高
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教育学、心理学年轻教师的科研成果，不仅反映出该院教师队伍建设成效颇显，同
时再次表明教育与心理相辅相承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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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人性的揭示概括为自然性、社会性、发展性和实践性，以此为
逻辑起点深入探讨了教育学视阈中的人性问题，即：自然性为人的生命本原，是教育学关于人的认识
的原点；社会性为人的现实本质，是教育学关于人的认识的依据；发展性为人的价值所在，是教育学
关于人的认识的价值取向；实践性为人的生成机制，是教育学认识人的思维路径。
最后．提出了教育中“人的存在”到“人的生成”的教育人学构思。
　　立足马克思主义人学探究教育学视阈中的人，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并
从教育学特有的视角审视人的一些根本特性。
　　《教育学视阈中的人：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考》适合教育行政人员以及从事教育学研究、教
学、学习的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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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该说，教育人类学的兴起，不仅有力地强化了人在教育及教育学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也极大地拓展
和深化了教育学视阈中对人的认识。
然而，也许是教育学自身的发展还太稚嫩，也许是人类学的研究太宽泛，与哲学和心理学相比，教育
人类学最终还只是作为教育学开垦的一片领地，一直欠缺更多的耕耘和收获，所以，也难能担当起教
育学所特有的视角对人的认识的重任。
当然，教育学领域中对人的探究不只是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这三门学科，还有诸如生理学、教育社
会学等其他学科。
由于教育的对象是人，因此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都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的问题进行探究。
而我们之所以仅从这三门学科进行分析，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三门学科不仅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而且基本上可以代表教育学领域对人的研究的成果。
从这些成果来看，它们既为我们认识教育中的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科学依据，同时也暴露出对
教育中人的认识的不足和局限。
或者说，这些认识成果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其他学科的意识中，缺乏一种教育学学科意识对人的认识
。
因此，就需要有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尤其是立足教育学特有的视角对其进行整合与提升，以形
成对教育中人的重新认识，即形成教育学关于人的真正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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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是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学研究的核心。
基于对人的问题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对教育过程中人的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方面的特别关注，同时也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认同，我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为理论基础，探究立足教育学视
角人的认识问题为研究课题。
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大精深，面对人之问题的纷繁复杂，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自身知识的浅薄和能
力的有限，进而想到了退缩。
是我的导师叶澜教授，及时地为我导航引领，排疑解难，并以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驱动着我跋涉在这
段学术历练的征程中。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读书的三年，不仅使我在知识、思想等方面收获颇丰，更重要的是使我强烈
地感觉到，从此开始了一种真正的学术人生，且向往着走向“生命自觉”。
这对我这个一向“受动性”大于“能动性”的人来说，其中所包含的意蕴，也许只有我自己才能够深
切地体会到。
所以，尊敬的叶老师，此时此刻虽然一个“谢”字不足以承载我厚重、感恩的心意，但在暂时别无选
择的情况下，也只好借此深深地道一声：感谢您！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的陆有铨老师、杨小微老师、杜成宪老师、熊川武老师、郑金州老师、范国睿老
师等的渊博知识和悉心教诲，让我受益匪浅，记忆深刻。
卜玉华老师、李家成老师、李政涛老师、李伟胜老师等敏捷的思维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使我耳目一新
，备受激励。
真心地谢谢你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老师们！
在我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曾给予我重要影响和帮助的还有王道俊老师、郭文安老师、扈中平老师、王
坤庆老师等我的硕士导师。
是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深邃丰盈的思想、学识，以及不吝赐教的良师行为，促发了我学术思想的萌
芽，并滋养着我精神生命的成长。
在此，同样向我的这些恩师们献上我最深切的谢意！
另外，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人侯宝顺、儿子侯雨以及我的父母。
由于曾经经常在外读书求学，忽略了许多作为妻子、母亲及女儿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家人的浓浓亲情和默默支持，我也心存一份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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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学视阈中的人: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考》编辑推荐：人，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的主体
。
教育的历史与实践表明：任何教育活动要想真正卓有成效，就必须建立在对人的充分理解和认识的基
础上。
因此．教育学研究最应以对人的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为己任，最该将有关人的学说作为其理论核心。
然而，在目前大量有关人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中，教育学特有的学科立场和视角对人的解读却微乎其微
。
 《教育学视阈中的人: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考》选择“教育学视阈中的人”为研究主题，就是想
尝试呼吁并突出人学研究在教育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想尽其所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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