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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在越来越多地关注教育。
作为中国教育龙头的高等教育正是在这种关注之下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时代。
各种从不同方面冒出的教育问题也在这种关注之下接踵而至，从不同角度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
反思、探索也在这种关注之下纷至沓来。
这是中国教育目前呈现的基本态势。

　　建钢同志的这本《教育一哲学论》正是迎合了这种态势。
它论述的是对从“精英化教育”到“大众化教育”转型时期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的思考，这是一个全
国人民都十分关注的话题，所以他要我作序，我便欣然同意。

　　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因素和方面异常复杂。
不是我们以为不重要的因素在现实的运行中就一定不能起重要的作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古
训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蚁穴”虽小，小到肉眼都难以看到或者分辨，但维系着千里长堤的安危；1998年长江大水时，“管
涌”的概念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为了堵住“管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有人把教育比作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那么在教育这条大河中是否也存在可以“毁堤”的“蚁穴”、
可以“决堤”的“管涌”呢？
如果有，那么可以“毁堤”的“蚁穴”、可以“决堤”的“管涌”又是什么呢？
这些教育学上的难题，无论是解释它们还是解决它们，都需要勇气而且更需要智慧。
而且，不仅需要解释它们的答案，更需要解决它们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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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改革还涉及一个大学应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问题。
大学培养的究竟是学习知识的人才，还是利用知识、创造知识的人才？
是适应社会的人才，还是调整社会和改革社会的人才？
是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还是和谐发展的人才？
科学地讲，矛盾双方是互相依存、彼此作用与共同发展的。
但现实中，人们却往往都是“重前”而“轻后”的，甚至可以说是忽视开拓型、和谐型人才培养的。
其实，“开拓”与“和谐”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但不同矛盾之间其“质”、“量”是不同的。
这对矛盾的“质”与“量”标志着我们社会发展的状况。
以和谐的宗旨来打破不和谐的现状，就可以培养出具有开拓精神的和谐个体和群体，而教育就是为了
使个体和群体更加和谐。
　　一个机体的和谐往往表现在发展目标、评判标准、运作程序的统一性上。
大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使其成为一个和谐的机体，从模式上来解决从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两方面去培
养与塑造社会高级人才，从开拓探求与和谐发展两方面去研究和摸索选拔人才。
这要求对大学培养模式和高考选拔制度进行思考和改革，例如：打通专业的界定、文理的隔阂，打破
“一刀切”现象；教师可以跨院系，甚至校际聘任，学生可以跨老师、专业修课、选题；服务系统社
会化、管理群体专业化、评判标准系统化等，以及学校可根据自身的专业特点和历史传统“自招”一
些在思维上、知识上、能力上有特点的学生，也包括培养不同于别的学校的毕业生。
这些改革措施中的关键在于管理群体要专业化，即要由懂得教育规律的人来担当一个大学的管理者。
中国应有一个自己的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群体。
现在，这方面人才十分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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