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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学相长，温故知新：教育关乎一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荀子曰：学以变化气质。
韩愈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教育绝不仅仅是职业教育，亦不仅仅是知识之传授与学理之传承，因为任何知识之传授和学理之传承
均会对受众造成新的蒙蔽。
不断解学理之弊、启知识之蒙，据此而成为教育本身之使命。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代教育使命乃在于人文精神之培育、公民人格之建构
。
一个前瞻性时代的教育观，必同时具备信仰、德性和理性三要素，由此方得以塑造一个以信仰、道德
、法律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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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的启蒙使命　　本书的研究论域属于教育哲学的范畴。
教育学的部门学科关心此时此刻的教育安排是否合理并为之提供理论上的论证；教育哲学则探索教育
是什么，并通过对研究者所确定的特定关系的分析和历史考察试图回答教育应该是什么。
①教育的部门学科注重对关涉教育的各种现象及其本质的经验阐明，而教育哲学则具有明显的先验反
思性质。
　　二教育：人共同行走的必由通道　　孟子曾经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
一般来说，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思想。
人的思想活动存在于人类的一切行为里，从有人类起，教育就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活
动中。
但是，就教育学而言，人类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首先表达在关于教育目的、手段和方法等各种由情
绪和表象构成的知识中，而教育哲学则是对这些教育活动和现象以及各种由情绪和表象构成的教育知
识进行理论反思。
反思一词在德文中是Nachdenken，它是由Nach（在⋯⋯之后）与denken（思想、思考）复合而成，直
译为“后思”，黑格尔认为，Nach—denken意即对于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加以思想
。
黑格尔指出：“有限的东西、内在的和外部的现实被人们用经验加以把握，并且通过理智提升到了普
遍性。
”①就是说，一般原理性是对经验特殊性的理论反思和提升。
他在论述哲学与其他具体事物和经验知识的关系时认为，哲学是对具体事物和经验知识的“后思”。
同样的道理，教育哲学作为教育学科中的“哲学”，其任务就是对于还浸透于各种情绪和表象中关于
教育的知识或意识形态加以后思（Nachdenken）所产生的思想理论和科学体系。
没有这些在历史上教育活动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浸透在情绪和表象中的关于教育的经验知识材料，
就不可能对之进行教育哲学的后思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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