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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教育变革与变革教育的背景中，《教师教育哲学》以“教师在教育中存在”作为思想方式，对
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构建教师教育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阐释教师教育学
科的建设立场。
包括从教师与文本、教师与教育权力、教师与教育价值等维度省思“奸教师”的内涵与特质，以批评
的姿态叙述多元世界中的教师作用，以及对教师功能、教师文化使命、教师专业自觉、专业境界等教
师专业发展命题的理性思考，以便提供一条理解教师与教师培养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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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志定，博士，复旦大学中业，从事教师培训与竹理、教台科研管理、中外合作办学校高校行政
管理工作20年。
2006年获包玉刚包兆龙中国留学生奖学金到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入选浙江省高校中青
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建设工程。
曾任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副主任兼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
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常务副上任。
主要从事马克思教育思想、教育哲学、教师教育哲学、教育领导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在《教育研究》等专业期刊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独立完成并出版《教育哲学引论》、《人的存在与
教育——马克思教育思想当代价值》、《教师角色辩护——走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著作。
主持“实践与教育——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
题10余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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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教师教育哲学标示的道路
第一部分 省思教师与教育
第一章 教师与教育“文本”
一、亟待拓展师生关系的理解视角
二、我们之于“文本”的立场
三、由“文本”求解“教育是什么”
四、教育“文本”的敞开性
五、召唤教师教育职能的重构
第二章 教师与“教育权力”
一、人的自由发展理想与教育困境
二、对“教育权力”的辩证思考
三、“教育权力”与教育的合法性
四、“教育权力”为人的主体性奠基
第三章 教师与人的认同
一、教育追寻人之为人的信念
二、实现人的认同的三大领域
三、构建人的认同的教育策略
四、人的认同与教师使命重构
五、人的认同引领教育的创新
第四章 教师与体验
一、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成长
二、从超验到经验
三、与生命相联系的体验
四、从现实的人出发理解体验教育
五、体验教育的要求及其实现
第五章 教师与价值观教育
一、学校要确立价值观教育的地位
二、变革中的学校价值观教育环境
三、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四、学校价值观教育实践中的难题
五、学校价值观教育难题破解要求
第二部分 回归本真的教师
第六章 教师的教育功能
一、人的培养与教师的教育功能
二、揭示教师教育功能的认识基础
三、教师教育功能是如何误读的
四、对教师教育功能的一种阐释
五、教师教育功能与教育家塑造
第七章 教师的文化使命
一、探寻我国教师的文化特征
二、理想教师建构的文化元素
三、文化传统与教师专业成长
四、面向多元文化的教师职能
第八章 教师的教育信念
一、基于教育把握方式的教师教育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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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悟教师角色的传统规定
三、前提：关注人生的教育信念
四、核心：坚守教育解放人的信念
五、路径：把握教育的行动目标
第九章 教师的教育行为
一、研究的缘由及问题的质询
⋯⋯
第三部分 评析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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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素着眼于分析人的活动产生的动机，把它概括成两种类型：冲动与愿望。
对“愿望”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容易认识，但是，愿望只能控制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即只是比较自觉、
明显和文明的部分而已。
而影响人的活动更主要的原因，并非是追求某些目标的愿望，而是“冲动”。
当一个冲动受到压抑时，人的活动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使人感到剧烈的痛苦。
“冲动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它的范围大大超过于愿望。
”但是，冲动往往是自发的，因此，罗素要求人的动力来自人的愿望：“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人，
大概受一种三重性的愿望所支配，他们首先愿望有一种活动可以充分运用他们自以为特有的专长，其
次是希望胜利地克服阻力，第三是愿望他人尊敬他们的成功。
”由此罗素指出，受到愿望控制的活动，能够使活动进入自觉状态，“自发的冲动，如果不能得到出
路，其结果几乎必然会使人丧失生命力，或者产生压迫性的和与生命敌对的冲动。
一个人的冲动，并不是一开头就被他的本性所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们是大大地为他的环境和
生活方式所改变的。
这些变化的性质，应该加以研究，而且在判断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好坏时，必须考虑到这些研究的结果
”。
这自然地成了研究人的活动的意义，成了罗素研究社会建设原理的基本立足点。
　　罗素肯定人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冲动力，一个是本能的喜爱，另一个是共同的目标，这是维持个人
与个人之间良好关系的主要因素。
所以，建构理想社会，需要改变人的性格，对民族、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自己的性格和我们相识者的性格是受到周围事物的很大影响的；而且对于个人固然如此，对于
民族也是如此。
”　　罗素从人的内在冲动中提炼人与社会交往的理由，正是看到了人是主体性存在，不过，罗素过
于理想地设计了观念的变革的重要性。
“通常人类本性改变的根本原因，大致不外乎两种：或是纯粹物质的变化，--例如，气候的改变--或
是人对于物质世界控制的程度有所变化。
”于是，社会政治改造、宗教、家庭等都成了罗素在促进人的主体性生存中的重要因素。
　　从冲动到自觉的能动的存在，罗素为我们谋划了很好的图景，但是，需要重视人的活动，不是一
种观念的冲动，也不是抽象的愿望，它本身就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机制的改变，而机制的建
立必须是在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完成的。
　　（四）改造社会　　上述强调个体与社会交往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改善个体品质的角度。
此外，也有观点从个体改善社会的角度分析个体与社会的交往原因。
它把社会看做是一个进化组织，知识、技术是促进社会进化的武器。
教育的功能是培养掌握改造社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的人，进而用所学的技术与知识去改变社会，推动
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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