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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与教育》提醒我们，教育中知识的选择、对知识理解的控制、有效的教学方法和考评方式
等，都有可能成为受教育者思想自由的障碍。
同时，作者回答了“什么样的教育可以增进受教育者的思想自由”这个问题。
 《自由与教育》还提出和讨论了学校的纪律与学生的自由、教师的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等问题，其中
有些问题，在我国似乎还没有引起公众和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作者对不同主体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也让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点新意。
 在以上问题的研究中，《自由与教育》借鉴和吸收了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开阔了
理论视野，为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教育学实质上是一门“形式的学科”，它是在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方法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和
发展的。
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研究教育问题，是应该提倡的，而且是必须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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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 自由的涵义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二、自由是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不存在的状态三、自由
的主体与驯服的主体四、不同的善五、教育中的自由问题第一章 教育与学生的思想自由一、教育：造
就自由的主体还是驯服的主体（一）教育是造就自由的主体的重要途径（二）教育可以塑造驯服的主
体（三）教育的道德和价值观问题二、对知识的控制与选择（一）教育中知识传递的途径和方法（二
）教育中知识的选择与控制（三）选择与控制教育中的知识的方法三、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一）理解
的条件（二）教育中的知识传递与理解四、教育技术（一）教育技术（二）作为一种教育技术的“教
化”（三）“教化”与学生的思想自由五、考试（一）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二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六、自由教育的思想传统（一）古代学者的自由教育思想（二）近代自由教育思
想的发展（三）20世纪的自由教育思想（四）自由教育的思想基础及其与思想自由的关系第二章 学校
纪律与学生的自由一、在教育中受教育者是否应有自由（一）古代教育对受教育者的严格管理（二）
近代以来教育对儿童自由的尊重（三）在教育中给受教育者多大程度的自由是一个问题二、学校纪律
的有关法律问题（一）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二）三个典型案例第三章 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权力与
自由一、政府管理教育的权力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力（一）对儿童的教育是公共事务还是家庭事务
（二）父母教育权与政府教育权的分配方案二、父母对子女教育权力的实现（一）多样化的教育（二
）择校问题（三）父母执行对子女的教育权时遇到的问题第四章 学术自由一、学术自由的思想渊源和
含义（一）学术自由的思想渊源（二）学术自由的含义二、学术自由的保障（一）为什么要保障学术
自由（二）学术自由的法律基础（三）教师聘任制度和学术自由的保护三、学术自由的限制（一）概
念的限制（二）学术道德（三）学术自由在与人类其他积极价值的竞争中受到的限制四、教学自由（
一）教学自由的内容和保护教学自由的理由（二）教学自由的限制第五章 学校自治一、大学自治与学
术自由（一）大学自治：历史的视角（二）大学自治的内容和范围（三）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二、大学自治的保障与限制（一）大学的法律性质及大学自治的法律基础（二）政府对大学的控制（
三）市场的力量（四）大学自治与学校的社会责任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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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与学生的思想自由　　自由行为是主体的行为，主体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抽象的
普遍化理性主体”是不存在的。
教育在造就自由的主体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这一章讨论教育培养自由主体问题，自由主体的特征就是思想自由。
　　在自由与教育的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教育培养自由的主体，还是培养驯服的主体。
在现代社会，培养自由的主体的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教育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它不仅可以培养自由的主体，也可以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培养驯
服的主体。
在教育实践中，培养自由的主体，涉及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
　　一、教育：造就自由的主体还是驯服的主体　　一般认为，教育有助于受教育者行使他们的自由
。
这个判断在一些时候是正确的。
接受适当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人们行使自由的能力，而且可以扩展他们自由的范围。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教育来说，培养自由的主体并不是当然的事情，教育常会成为统治者驯服
臣民的手段。
从我们通常使用的教育概念的基本含义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教育概念和自由概念，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一）教育是造就自由的主体的重要途径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
”我认为，这句话的后一半道出了一些事实，但前一半缺乏根据。
为什么能说“人生而自由”或自由“是人性的产物”呢？
阿克顿勋爵说：“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
当人出生在世上的时候，他仅是一个自然物。
作为一个自然物，仅仅是依照遗传物质携带的程序和信息，显示他的自然本性，没有主体性可言，也
没有自由可言。
但与其他自然物相比，人的遗传物质携带的信息决定了人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可塑性和可教育性。
他在社会中生长，与其他人交往和交流，接触和接受社会文化，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社会
的人，可以成为自由的主体。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发挥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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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他的自由一定是有限的。
他缺乏或没有追求自由的意识，也缺乏或没有享受自由的能力。
然而，一个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就一定有追求自由的意识和享受自由能力？
　　对自由追求是人类的一项伟大事来业，许多人甚至因此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在现代社会：“自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词语。
那么教育可以为增进人们的自由作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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