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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走向是一种走向实践的教育学，是一种面向实践、通过实践、在实践变革
中生成的教育学，是一种需要研究者走进真实教育世界的教育研究。
学科自身的发展与批判变革实践相互统一。
这种融合学科自身反思与变革实践的双重努力所形成的成果形式，我统称为“教育批判理论”。
但这里的“教育批判理论”并非单纯的批判，而是将批判与重建、解构与建构、知识与实践相统一的
理论努力。
教育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在于“具体综合”与“动态生成”。
因为，面向实践的理论是综合的、具体的，而非演绎的、抽象的；面向实践的理论是动态的、生成的
，而非静态的、预设的。
某种意义上，我所说的教育批判理论是一种“底线”教育学、“生活中的教育学”、“讲常识的教育
学”、“讲故事的教育学”，是能够改进教育实践的教育学，是一种“做的”教育学。
教育批判理论本身的建构过程是开放的、生成的、对话的，融复杂思维于实践生活之中。
批判作为一种方法，本身就允许被反思和批判，因此对于实践采取的是一种“跟随战略”，有时候与
实践很近，有时候又保持一定距离。
教育批判理论不是一种结果性的理论思维活动，而是一种过程性的理论思维活动。
因此，批判即行动，行动即批判。
教育批判理论涉及教育研究中的普遍真理观、知识观、实践观，涉及教育研究中的价值、意义和行动
，涉及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涉及各类学科的发展模式与学科假设和使命。
教育批判理论的学术旨趣在于将学科发展与实践变革统一起来，让学术走出象牙塔，回归生活世界，
促进生活实践，追求幸福生活，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科学与哲学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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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走向是一种走向实践的教育学，是一种面向实践、通过实践、在实践变革
中生成的教育学，是一种需要研究者走进真实教育世界的教育研究。
学科自身的发展与批判变革实践相互统一。
这种融合学科自身反思与变革实践的双重努力所形成的成果形式，我统称为“教育批判理论”。
但这里的“教育批判理论”并非单纯的批判，而是将批判与重建、解构与建构、知识与实践相统一的
理论努力。
教育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在于“具体综合”与“动态生成”。
因为，面向实践的理论是综合的、具体的，而非演绎的、抽象的；面向实践的理论是动态的、生成的
，而非静态的、预设的。
某种意义上，我所说的教育批判理论是一种“底线”教育学、“生活中的教育学”、“讲常识的教育
学”、“讲故事的教育学”，是能够改进教育实践的教育学，是一种“做的”教育学。
教育批判理论本身的建构过程是开放的、生成的、对话的，融复杂思维于实践生活之中。
批判作为一种方法，本身就允许被反思和批判，因此对于实践采取的是一种“跟随战略”，有时候与
实践很近，有时候又保持一定距离。
教育批判理论不是一种结果性的理论思维活动，而是一种过程性的理论思维活动。
因此，批判即行动，行动即批判。
教育批判理论涉及教育研究中的普遍真理观、知识观、实践观，涉及教育研究中的价值、意义和行动
，涉及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涉及各类学科的发展模式与学科假设和使命。
教育批判理论的学术旨趣在于将学科发展与实践变革统一起来，让学术走出象牙塔，回归生活世界，
促进生活实践，追求幸福生活，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科学与哲学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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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今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正义问题，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不平等或者说是贫富分化问题，最大的主题
是差异性，从南北差异到贫富差异到种族差异到城乡差异到地域之间的差异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生理、
心理和文化差异，可以说，差异无所不包，差异无所不在。
因此，面对差异，增加教育的选择性就成为当代教育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什么样的差异，需要教育供给的非选择性？
什么样的差异需要教育的选择？
什么样的差异需要教育选择多样性的扩大？
什么样的差异需要教育选择多样性的缩小？
谁提供教育？
谁能够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
什么样的教育可以缩小差异？
什么样的教育供给反而扩大差异？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涉及当代教育哲学所要探讨的主题即同一与差异的关系问题，其背后所反映出来
的价值问题则包括公平、正义、平等等问题。
而教育过程中如何既尊重差异，将差异变为资源，又能够在不同差异基础上使得每个人都有发展，尤
其是在个性方面得到突出发展，从而将起点公平发展到过程公平，甚至结果公平，同时，这种公平还
不是低水平的公平等，都给当今的学校教育活动提出了极具高度而又复杂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当我们在探索教育的选择性的时候，我们不能失去教育的内在性、自然性和经验连续性的基本内
在标准，而教育选择性又是一个连接学校内外，兼容各类社会问题的教育哲学问题。
在我国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选择主体的错位与颠倒；选择目标的偏差与失衡；选择实践中
的腐败和等级等等都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通过教育选择性的研究和实践，实现教育中的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平衡，是当代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
均衡加优质，质量加特色，多元与宽容以及城乡、男女、贫富等二元格局都需要我们对教育选择性加
以深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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