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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洛森克兰兹的《教育学的体系》一书的出版（1848年）算起，教育哲学的历史已经一百五十多
年了。
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相对来说则晚了许多，从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开始算起，迄今不足百年，而
且中间还中断了一段时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重建教育哲学。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
　　1980年，我国在高等院校中重开教育哲学课。
为适应教学的需要，以前曾长期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和教学的老一辈学者率先进行教育哲学的研究，积
极开展我国教育哲学的重建工作。
尤其令人可喜的是，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一部分中青年同志和哲学工作者也参加进来，这不仅给
我们的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也使教育与哲学的结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因教学而研究，教学又为研究培养后备力量。
正是在教学和研究的良性互动中我国的教育哲学逐步前进，体系不断更新，研究的问题领域不断扩展
，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前出版的教育哲学专著已有几十本之多，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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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清理了从柏拉图的教育哲学开始直到当下备受关注的后现代教育思潮的进展，各个章节围绕
着大致相同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人是什么；如何认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学校的目的；
教什么；如何教；如何评价学生；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总结。
作者把这些教育思想和思想家划分为两大阵营，即保守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并探索了这两个阵
营在不同时期对这九个问题的回答。
其中保守主义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罗马时期、早期基督教时期，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
峰；文艺复兴之后是早期自由主义者如卢梭开始登场，至杜威乃灿烂一时，其后便出现了保守和自由
的斗争和融合问题，以及这种状况的尝试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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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保守主义课程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多数课程都是必修科目，很少有选修课。
直到20世纪，在初等学校还是很难见到选修课程的影子，只有在大学层次上，出于专业选择的需要，
才提供一定范围的选修课。
通常，一个在保守主义学校就读的学生，都必须修完所有规定课程。
随着学生在学术阶梯上的前行，科目变得更具学术性，更加抽象和困难。
即使学生不能达到必修科目的要求，也没有选修课供他选择。
于是，他走到了他可能达到的最高等级，通常便离开学校去接受学徒训练或进入职业学校。
　　保守主义课程的另一个特点与课程控制有关。
课程内容由专家或学者决定。
地方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学生对课程几乎没有影响，或没有直接影响，更谈不上反驳。
就像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时代那样，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在20世纪许多保守主义教育体系的官方课
程指导中依然表现明显。
　　这种课程的特征——学科中心、学术性、强制性和官方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关联。
如果教育专家觉得某些科目对发展学生的智力很关键，那么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掌握这些科目。
既然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学生的头脑，发展他们的智力，那么，非学术性科目在整个课程安排中将
不会有正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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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虽然名为“教育哲学”，事实上“哲学”总是在“教育”前面，即是说教育哲学是以哲学为基础
和前提的，有什么样的哲学便有什么样的教育哲学。
这样的教育哲学让从事哲学工作的人看不起，让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看不懂。
因为看不起，所以不屑看。
在哲学家眼中，教育哲学家是只不过是“小商贩”而已。
因为看不懂，所以不愿看。
在教育实践工作者限中，教育哲学是深奥的、高不呵攀的，即使不是无用的，也是自己无福消受的“
奢侈品”。
　　生活的竞争和重负使得人们不大愿意去思考一些看上去很迂阔而实际上却较为根本的问题，而是
更多地埋头干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和职（专）业上更为便捷的发展。
这对每个行业和专业都是一样，教育当然也不例外。
如今人们日益把教育中较为微末和功利的一些东西拿来鼓吹，并在鼓吹中自我膨胀，试图反过来吞没
或替代基本的教育思考。
这并不是说微末的东西要不得，整体的可理解性恰恰在于必要的微末和微末化，所谓整体把握也恰恰
必须经过微末和微末化的过程才不至于停留在僵死的、虚无的空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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