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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与国家教委课程教材研
究所共同组织编写《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
　　《丛书》从教育科学分类学的观点出发，比较系统地从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角度反映教育科学发
展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勾勒教育科学的概貌。
　　《丛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指导。
同时力求做到“三个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材料与观点相结合，叙述与评析相结合。
　　《丛书》属于学术性著作，要求作者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纵向上论述学科发生、发展与
趋势，从横向上比较和分析不同流派的观点。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辨析，努力反映学科前沿，亦体现作者
自身的见解。
　　《丛书》的作者主要为中青年学者。
为提高书稿质量，各卷分别聘请知名学者为特约审稿人。
特约审稿人对书稿的审阅是全方位的，他们与作者相互进行平等的学术切磋。
特约审稿人和丛书主编尊重作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不同的学术观点。
　　教育科学的分化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甚至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现在已形成众多的分支学科。
可是，相对而言，有的比较成熟，有的则甚稚嫩。
这就使各分支学科的作者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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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文化学学科的特定性质以及自身的不成熟性，本书没有刻意在逻辑体系上下工夫，全书内容大体
可以划分为如下几部分。
导论是就教育与文化的基本关系做概略性的论述，并就文化的概念以及教育文化学的学科立场进行分
析，意在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立论的基础；第一、第二章是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沿着时光隧
道回溯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研究，给读者提供“史”的视野；第三、四、五、六章是从文化历程的
角度分析文化发展的四个基本方面——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变迁、文化整合与教育的相互关系
，给读者提供宏观的教育文化观；第七、八、九、十是将分析角度从宏观的文化历程转向微观的学校
文化，在概述学校文化之后，分别就教师文化、课程文化和学生文化这些与学校生活休戚相关的文化
类型进行论述，给读者提供学校生活的文化分析成果；最后一章可以看做本书的结束语，是围绕教育
的文化使命展开的，给读者提供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现时代“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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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金洲，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研究所副所长。
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郑金洲教授现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全
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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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一种亘古绵久的社会现象，它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互为前
提，互相砥砺。
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
二者缺一不可。
就文化与教育的“亲缘”关系来讲，文化是教育的“近亲”，属“直系亲属”之列，它对教育的影响
和作用要比政治和经济来得更直接，并且它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对教育发挥作用的中介环节。
　　第一节 什么是文化　　谈到文化与教育，就涉及一个如何界定文化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颇为棘
手，但它是本书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
　　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化一直是世界范围内探讨的热门话题，许多研究
者从自己所属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出发，对文化的定义提出了各自的界说，目前来看，这些界说远未达
成共识，反而使得文化涵义的分歧愈益明彰。
文化几乎成了钱钟书先生所讲的“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的那类概念。
据不完全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至今已不下三百余种。
文化一词的复杂多义，使得一些人对界说文化丧失了信心，认为“企图或者声称给文化概念确定范围
是徒然的”，“要想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测未来的概括性结
论是徒劳的”。
但是，没有概念，就没有科学研究，只有确定了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才能确定文化学及其分支学科的
研究范围，并依此建立起其他一系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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