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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几年，社会上对教育的批评可谓不绝于耳，包括对教育的质量，教育发展的模式、速度；教
育中的各种不公平现象，教育中存在的腐败，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态度
，学校的招生与就业，以及教育的管理等等。
尽管教育和学校建设这些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和提高，但是，这种对教育的批评却常常是有增无
减，甚至是越来越盛。
而且，在这种批评的声音中，人们逐渐直接或间接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产生了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
：教育究竟怎么了？
刘生全同志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和问题，并且以此为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及专门的分析和
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非常支持他的这个研究，也通过与刘生全同志的讨论和阅读该书，得到了许多的启发。
这里的一些话和随感，也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呼应吧！
　　教育究竟怎么了？
显然，这是一种需要教育研究工作者正视和回答的现象与问题。
然而，教育研究工作者对这一问题和现象的看法与回答却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大家都是“天生”的教育家，所以，人人都能够而且愿意对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
有的人认为，现在正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期，教育的变革必将引起一部分人的不适应，特别是新时
期的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差异，往往也容易招致人们的批评；同时，教育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构调整
和资源的重新分布，常常也容易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化，这样，也会受到一定的批评和反对。
有的人认为，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速度太快，在某些地方和局部出现了一定程度地违背教育规律的
现象，由此造成了教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如此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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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教育批评》是对近些年盛行起来的教育批评现象所作的专题分析，内容涉及教育批评的概念
、类型、社会背景、教育基础、生成场域、社会功能、生成与评价标准、理论意义和州应诸方而。
　　作为一项教育社会学专题研究，《论教育批评》在系统分析的基础卜，提出了一些有关教育批评
的范畴和观点，探索了一条认识教育批评的路径，并搭建起一个分析教育批评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埘认识纷繁复杂的教育批评现象，反思“教育和社会的关系”这一基本的教育学范畴，以
及时重新审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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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生全，男，1972年生，河南省商城县人。
9岁始入学，1988年考入河南省潢川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保送至河南大学教育系（今河南大学教科院）
学习，199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从谢维和教授攻读硕士、博士
学位。
曾在小学、初中和中等师范学校短期执教，并曾担任大学本科生年级辅导员两年。
先后到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锻炼和工作。
　　主要学术兴趣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社会学和图书出版研究，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教育类刊物，《出版
发行研究》、《大学出版》、《出版参考》等出版类刊物，以及《中国教育报》、《中国图书商报》
、《溪流》等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杂文及书评近三十篇；参与《考试社会学》（程凯主编）
、《中国教育大系》（顾明远主编）等多部专著和工具书的撰写、修订工作；主持完成省部级科研课
题《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现状及影响研究》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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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批评概念释义一、批评概念的理解二、教育批评的涵义与特征第二章 教育批评现象扫描
一、教育批评的描述二、教育批评的类型第三章 教育批评的社会背景一、知识化与社会变迁二、人为
风险与风险社会三、生活水平与学历社会四、社会氛围与批评环境第四章 教育批评的教育基础二一、
教育世俗化与终身教育二、变迁中的教育意义三、教育的无能与无奈第五章 教育批评的生成场域一、
场域范畴辨析二、场域分析诸题三、教育场域的涵义与特征四、教育场域作为一种视角五、教育场域
的有限性第六章 教育批评功能分析一、功能论诸概念二、教育批评的正功能三、教育批评的负功能第
七章 教育批评标准初探一、教育标准概念的涵义二、教育批评的生成标准三、教育批评的基本评价标
准第八章 教育批评的理论意义一、传统分析模式的内涵二、传统分析的基本特征三、两个文本的个人
解读四、新思考：从边缘到中心第九章 教育批评回应浅思一、理论者之审视二、实践者之对策结语作
为一种生存方式附录教育批评文本精选教育打败中国救救中国教育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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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为风险增加的上述诸多表现，究其实质无非是两类问题：一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另
一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人”自身的问题。
相对于“源于不被人类掌握的自然或‘不被掌握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表现为自然的传统、惯例和
习惯）”①的“外部风险”，人为风险属人之所为，是“我们对历史以及周围物质世界的干预”所导
致的种种结果。
是人的活动方式出现了不适当的蔓延，“使包括传统和自然在内的所有东西都被‘人化’了，不再是
原来意义上的了”②。
解铃还需系铃人，人为风险的一切后果需要人类自己来承担。
遏制或规避人为风险从根子上看还是“人”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人类自身的重塑：需要改变和提高
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转变人们的观念，如培养正确的资源意识、环境意识、人口意识、和平共处观
念，等等。
一句话，人类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适当控制，必须学会善待传统和自然。
而人的改变和重塑，归根结底是教育的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所有危及人类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归
根结底都是教育问题。
只有建立在教育的健康发展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人为风险才可能最终被规避。
　　具体到我国这样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又极其不足的发展中大国
（而非强国），除面临上述一些国际共性的人为风险之外，还存在着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尽快提
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
正是这些国际性和国内性的问题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重障碍，我们不能不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
　　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
不久前，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以五个“统筹”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③，此举无疑是
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体现，必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崭新的发展观，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持续、和谐、整
体、平等的关系，它能保证我国社会具有长远的、持续发展的能力，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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