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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年轻学者，在精心耕耘于教坛，收获丰硕成果的同时，深人钻研教育问
题，在继承之基础上不断创新，也取得显著成绩，并作为学校“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成果，
由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面向当代教师教育的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
研究新视野”与“教育科学研究新进展”三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展示其教育学学科建设、教育学学入
学术研究承传与发展的风貌，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我与陕西师范大学的老师们有着密切的交往。
北师大、陕师大同是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而且陕师大的不少老师来自北师大，因此我们两所大学
有着天然的兄弟情谊。
两校的教育干部培训中心、教师培训中心，都是教育部下属的连锁单位。
我曾经担任过北师大这两个单位的领导，所以无论是开会、讲学，我们都会汇聚在一起讨论共同遇到
的问题。
陕西师大教育学院也是我最熟悉的单位，那里有我国老一辈的学者如刘泽如、吴元训等先生，有我们
同辈的张安民、孙昌识等先生，也有我们的学生辈郝文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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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是亘古的事业，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也就有了人类对教育的认识；教育又是未来的事业，是为
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的实践，所以教育研究既要温故又要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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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昌，男，1956年生，陕西省乾县人。
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
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专家组成员。
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和教育基本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主持和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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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象，教育存在是发展的，发展不仅指教育现象、教育事实和教育思想本身随着人的认识和实践
的发展在发展，也指人们认识的角度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研究的深入程度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
而使得教育存在也在不断发展。
任何教育事实从静态角度看，它们是客观的，但从动态和发展角度看，它们都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
甚至都是价值事实，是在一定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事实。
而如果没有人们根据一定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对客观的教育存在加以观照时，这时的教育存在便不会构
成教育学的对象，事实和思想难舍难分，研究事实就必须研究影响事实形成的思想，否则就是就事论
事，就找不到事实形成的根源，就不成其为研究。
事实都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但思想既有历史的、现实的，也有未来的，思想中论述或者设想、描绘、
描述的未来的目标和事实在历史和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关于论述或者设想、描绘、描述的未来的目
标和事实的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中是存在的，它对教育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科学正在重新发现时间”，并认为，时间是延伸过去和未来的大道而不是循环的重演，是我们走向
未来而不是未来向我们走来①，未来对现实的拉动比历史对现实的推动更有力，因此也是教育学研究
的重要对象。
　　教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与教育学、教学论、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教育学是教育学科的入门学科或者基础学科，教育学原理是教育学的深化，它们涉及的教育教学、德
育、智育、体育以及其教育社会、教育育人的身心发展等内容，研究方法是综合的，包括哲学、社会
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方法，研究对象是最一般或者最基本的教育存在。
教育哲学、教学论、课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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