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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此，我想说的是在这本教材中自已的追求。
这些追求未必都成熟，但却体现在教材中。
现在教材公之于众，可能被其他同志使用，因此，我必须说一说。
　　首先，我把《教育概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教育整体”，即把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而不
是取其中的一部分，如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等。
研究的目标是揭示教育系统的基本结构，认识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以及教育与个体发展之间的规律性
联系，探讨教育、社会与人三者的关系，通过结构、规律与关系的分析，把握复杂的教育现象的基本
特征。
也就是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教育基本理论的范畴内。
《教育概论》，是对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教育之整体的、概括性的研究和论述，不是现有教育学理
论的概述，也不是学校每天进行的教育活动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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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澜，女，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教育系本科，并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
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教育学原理学科
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兼职，并兼任清华大学等8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中央教科所兼职研究员。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论及当代中国基础，师范教育改革。
自1984年以来，先后出版由个人独立撰写或他人合作编写的著作，译著及研究报告共10本，发表论文
及研究报告近44篇。
近七年来进行的"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究性研究"课题在全国基础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
响。
先后获得过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首届曾先梓优秀教学
奖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奖项。
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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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选择复习思考题结束语教育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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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复杂、开放的社会系统　　教育是什么？
这足以教育育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教育概沦所必须阐明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柘书将从不同层次和不同维
度反复探究的巾心问题。
因此，教育概论也可以看作是关于“教育是什么”的概要式的系统阐述。
　　在现代社会中，受过不同程度、不同方式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教育”这个词也成了生活中的常
用词，似乎理解它并不困难，其实，这是一个错觉，作为社会活动的教育，有着自身悠长的发展历史
．有着复杂、多样的内在结构，还有着与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组成的社会总体的多方
而、多层次、多性质的相互作用。
如果想从整体上认识教育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借助复杂的思维方式。
首先，从系统的观点看，教育可归属到复杂的开放系统一类．所谓复杂的开放系统(相对简单的封闭系
统而言)是指存在着两个以上内在联系的要素，并与环境有着联系和发生相互作用的，具有整体功能的
系统。
　　从整体上鸟瞰式地把握作为复杂开放的社会系统的内在要素、结构与功能，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本章将涉及不少教育方面的基本概念，这是构建教育整体认识的需要，它为随后各章作展开式的论述
提供支架式的概念框架。
对这些概念的进一步理解，至少要读完本书最后一章。
也许，到那时再读第章会有更深的体会。
　　第一节 “教育”作为概念的界定　　在具体分析教育的系统结构前，有必要对“教育”这一概念
作一界定。
不然，我们就分不清楚在此讨论的“教育”究竟指的是什么。
即就“教育”的内涵与外延的规定性作出明晰的说明。
对象不确定，研究也无从进行。
　　然而，这绝不是一件易事。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教育是什么作过回答：有的从教育价值的角
度，有的从教育目的的角度，有的从教育内容与方法的角度，有的从教育本质的角度。
由于时代不1司、角度不同、各人代表的阶级、所取的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不同，这些回答就很不相同
，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如19世纪中叶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认为教育是为美好生活作准备，而20世纪初的美
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却认为教育不是生活的准备，它本身就是生活；有些教育家强调教育的目的是
人格的培养，有些教育家却认为人格的培养是家庭和教会的事，教育应该着力于智慧的训练；即使在
当今国内外的教育学教科书中，也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教育定义。
以分析概念见长的德裔哲学家w．布列钦卡，在他著名的《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对教育一
词作了专章分析。
他指出，教育，这一“看似很熟悉的概念实际上具有多义性和含糊性”①。
要想使其更为清晰和作出尽可能准确的界定，就有必要对已有的近代教育学上有关教育的各种含义作
一个了解与分析②。
布列钦卡践行了自己的建议。
但即便如此，他所提出的教育概念③也未必就能无条件地成为业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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