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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学在德国与其他学科有着同样光荣的历史。
与其他国家如英美相比，德国教育学的学科意识更为自觉，也更为强烈，从而也更为独特，因而值得
关注。

彭正梅编著的《德国教育学概观：从启蒙运动到当代》主要关注启蒙运动到当代的德国教育学发展。
从启蒙运动开始，近现代德国几乎经历了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形态：从封建割据到东西德统
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国政治形态的变迁对其教育思考产生了根本影响，从而也使得德国教育学思考更加丰富，当然也更
加复杂。

《德国教育学概观：从启蒙运动到当代》目的不仅要概览德国教育学发展全貌，同时要突出德国教育
学的特色，因而采取了适当的取舍详略，使之既具有概览性，又具有一定的深入分析。
本书详细探讨了德国教育学的三大流派以及本纳对教育自身逻辑的捍卫。
略去了德国与英美大致类似的、国内已经较为熟悉的后现代的诸教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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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的人和新的社会不可能通过全欧洲臣服于法国人的统治而获得，而必须通过“对善的爱”来获
得。
这种新人和新社会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对现实的模范引导。
因此，在费希特看来，教育的目的不是把青少年引向现存社会，而是规划一种善的生活前景。
　　费希特把人分为经验自我和纯粹自我。
经验自我是由其经验和这种自我的周围人所决定，而纯粹自我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者，它在本原意义上
寻求其确定性，并从这种寻求中筹划自己的新的确定性。
这种理性之我，尽管需要所有其他的理性存在者的认可，但他必须通过一种“给予”和“获取”的相
互作用，通过在人的完善教育进程中取消人的经验上的不平等来寻求自己的确定性。
　　在费希特看来，教育者只有在认可作为理性存在者受教育者的理性和自由情况下，才能对其提出
自由和理性要求，因此，教育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自由的理性存在者之间互动。
也就是说，所谓教育就是对一个实际的自由存在者的自由转化，通过这种自由转化，可塑的理性存在
者进入到与他人以及被设置为非我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可塑的理性存在
者不再被从外界强加一种完成的确定性，而是被认可为可以自我决定的自由的存在者。
费希特认为，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即受教育者的活动的开始，是因为与外界的碰撞（auBereAnstoB
）。
在这种碰撞中，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被要求通过自己的活动去自我决定，也就是另一个理性存在者
互动性地要求他去自我决定。
这种对自我活动的要求或促进，就是人们所说的教育。
在费希特看来，教育的影响应该被理解为“促进主体自由活动⋯⋯要求主体自由活动是教育影响的本
质，被施加影响的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活动是它的终极目的。
理性存在者绝不应该被这种要求所限定、所逼迫，就像因果概念中被影响的不是由原因造成行动的，
而是应当由它自身决定自己行动的那样。
但要做到这一点，这个理性存在者必须先理解这种要求，这必须以之前对自己的认识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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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德国才是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
　　——别林斯基　　　　与德国思想家相比，法国作家便相形见绌。
　　——阿隆　　　　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
　　——蔡元培　　　　人的真正目的不是变化无定的喜好，而是永恒不变的理智为他规定的目的，
是把他的力量最充分最均匀地培养为一个整体。
　　——威廉·冯·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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