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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涉及的广泛议题包含着核心的主题，即把学校理解为民主的公共领域，将教师定义为转化性知
识分子。
    吉鲁试图建构一种批判的和可能性的语言，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公共生活联系起来，以期拓展和深化
民主的公共生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他们把反思与行动结合起来，不只关心如何获得个人成就，推动学生沿着职
业的阶梯进步，还要关心如何赋予学生以权能，从而使他们能够批判性地观察社会，并具有变革社会
的行动能力。
    本书是吉鲁的代表作之一，曾被美国教育研究会(AESA)列为其最有影响的著作；同时，本书也是批
判教育学的代表作之一，在世界范围的教育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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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亨利·A吉鲁，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和文化研究学者，批判教育学代表人物。
在书中，吉鲁把学校理解为民主的公共领域，教师被定义为转化性知识分子，他鼓舞教师和学生为了
社会的民主和公正而重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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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走向新的课程社会学　　主导模式的缺点　　“新”批评家声称，在支配性的课程模式中
，理论或者完全被忽视，或者被严重地工具化。
换句话说，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加以严格的表述和经验的论证。
在这里，理论的最终目标是技术统治论的，即揭示能被事实证明或证伪的课程设计、实施以及评估的
似规律的前提。
因此，理论被化简为适合于社会工程的一种经验描述的框架。
根据这一批判的视角，在支配性的课程模式中，为了提出关于真理的性质、现象与实在之问的不同，
或者知识与单纯的判断之间的区别等等问题，理论似乎不能摆脱经验的狭隘的束缚。
最重要的是，理论似乎不能为批判既定社会的“事实”提供合理的基础。
在这种情形中，理论既忽视了自己的道德作用，又失掉了自己的政治功能。
　　在主导的课程模式中，知识主要被看做是一个客观事实的领域。
也就是说，知识似乎是客观的，因为知识是外在于个人，是从外部强加给他或者她的。
作为某种外部的东西，知识与人的意义和主体间的交流相分离。
它不再被看做是某种要被质疑、被分析和被磋商的东西。
相反，它变成了某种要被处理和掌握的东西。
在这种情形中，知识被从产生某人自己的那套意义的自我形成的过程中，从在认知者与被认知的对象
之间卷入阐释性关系的过程中，清除出去了。
认识的主体维度一旦丧失了，那么，知识的目的就变成一种积累和分类。
在这样一种界定知识的语境下，“为什么是这种知识”这样的问题，就被“什么是学习这种既定知识
体系的捷径”这样的问题所取代了，那种强调“任务专一”、“按照任务量编排时间”以及“获取反
馈信息以作调整”的课程模式就被开发出来。
通常与这种知识观相伴随的，是整个课堂的社会关系都变得像是作政府报告，而不是有益于交流。
　　在传统的课程模式中，控制，而不是学习，似乎有着很高的优先地位。
在这里，丧失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知识不单单是“关于”外部实在的，更重要的，它是导向批判的
理解和解放的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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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之一，该书分4部分共16个章节，试图建构一种批判的和可能性的
语言，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公共生活联系起来，以期拓展和深化民主的公共生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具体内容包括重思学校教育的语言、克服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目标、社会科中的写作与批判思维、
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公共教育中的危机和可能性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亨利·A吉鲁，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和文化研究学者，批判教育学代表人物。
在书中，吉鲁把学校理解为民主的公共领域，教师被定义为转化性知识分子，他鼓舞教师和学生为了
社会的民主和公正而重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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