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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乃是精神成人的宏伟事业，教育的根柢首在立人。
教育的人文旨趣，其根本正在于对教育作为立人伟业的殷殷守护。
倡导教育人文，不仅为提升日常教育生活的品质，也在谋求整体教育实践精神的生长生成；甚至，从
更深远的意义而言，乃在于谋求国民人格精神旨趣的提升与超越。
“教育人文”不仅是理想世界的教育精神镜像，更是一种当下教育实践的踊跃动姿，是当下教育实践
的人文动姿之可能性的发掘与显现。
　　学术之名，非在皇皇巨构，同样存在于绵密幽微的精耕细作之中。
本丛书不拘一格，旨在悬置时下的教育言说范式，力求以文化的、心灵的、生命的敏锐触角，去细密
地探究当下中国社会的教育人文机理。
在此，我们试图传达这样一种心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们期待的教育人文学术，乃是以理性
探究与审慎言说，回应当下中国社会深层的教育问题，力求避免教育学术的自说自话，保持教育人文
学术对当下教育现实的生动的张力。
　　教育人文建设是一项扎根培元的事业，它需要我们立足长远，有开阔的视野，免于浮躁和激进，
撇开大而全的体系化言说语式与整体性、替代性的言说姿态，直面教育的基本问题，踏踏实实地回到
教育的原点，重温经典，探寻当下教育的深层机理，夯实现实教育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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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今天的教育，也许需要在精神气质上契八一些原本不习惯的“异质”成分，迎受心智的考究、理
性的辩难，直至打开自己混沌的直觉感悟，停顿彷徨一下已成轻车熟路的“感性”。
坚持纯粹的“自然”等于拒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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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生第一”还是“学生第二”？
课堂上教师究竟应该努力维护“师生平等”还是努力做着“平等中的首席”？
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否平等？
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是否可能？
如果说师生之间更有效的对话是隐含了某种“不平等的原初状态”的对话，那么这种状态是否威胁着
教育的自由和平等？
伯林说：“堵塞他所有去路，而只留一扇门”，那么，当有人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明白他们真正
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该如何看待“他是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1.任何一种主义或许都是以偏救偏。
重要的也许不是它说出了什么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提醒了被忽略的，伯林的理论可能也是如此。
　　查尔斯·泰勒在辩驳伯林两种自由的分割时，引进了“重要性”概念：任何自由都涉及动机，动
机关联何者“更重要”。
“有多少扇门向我敞开”，是自由的定量判断，是个“机会概念”。
“为什么要自由”是定性判断。
即使是“不受阻碍的”消极自由，也有一个某事不受阻碍“很重要”的理由。
否则，他举例，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大街上的红绿灯很少，伦敦大街上则很多（对大多数人的大量
日常自由的量，意味着更多的限制）。
那么，能否因此得出，阿尔巴尼亚比英国自由？
一般不会。
英国的选举权，可能许多英国人几年才使用一次，有人根本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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