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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教师是谁？
”这两个难题是教育的两个本体性难题，所有的教育问题都从之所出又向之所归。
这两个问题是难题而不仅仅是问题。
问题是一个疑惑，而难题则是一个处境。
问题是知识性的，而难题则是存在性的。
问题指向解决，而难题指向追问。
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确在心理倾向和知识架构上“合理地”认为教育的本质问题与教
师的本质问题已经确定无疑，并将这种本质性认识作为教育实践的最终依据，即我们已经找到了关于
教育、关于教师的终极答案，剩留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把这种本质性认识通过教师的实践理性转化为现
实的教育行为。
这种确定性的寻求无疑是从教育的本性出发的，因为只有经由一个业已建立的教育的形而上学体系，
教师教育行为的合理性才是可能的；但同时这种确定性的寻求又是对教育本性的一种疏离，因为它以
教育、教师总会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本质作为不证而明的前提。
由此并不难看出，教育工作者试图一劳永逸地把握住教育的确定本质，即便在推动教育实践品质方面
有所成就，也难免有虚假之虞。
近现代以降的教育学话语是由控制教师教育实践的一系列客观性知识所构成的。
这一话语方式通过学校教育的制度化拒绝了教师对于教育实践具体事件的认识与解读。
也就是说，“范式性认识”虽然为教师提供了构成体制与计划的一般的普遍性原理，但它不能应对每
一个教师心灵深处所抱持的存在论问题——“教师是怎样一种角色？
”“教师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我（您）是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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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智慧与智慧型教师研究丛书”将教育智慧和智慧型教师问题的探讨置于当前教育转型的大背景
下，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多角度进行广泛的审视和思考。
本书为丛书之一，对教师教育哲学作了深入的研究。
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当代教育的精神状况；教育智慧探源；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教学与教育
智慧；教师与教育智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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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在《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四十余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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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专著，主编《优质观课的理论与实践》（香港教育学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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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德格尔曾认为，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
①如果考虑到正是虚无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共谋打造的唯理智主义、个体主义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西方人
的精神世界，即虚无主义是如何地引发了当代科学主义的生产而科学主义又如何彻底地推进了虚无主
义，那么科学主义就不再仅仅作为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它其实就是整个近代社会的精神根源。
近代科学从真理发生的形式上已经彻底地从正确性方面来谈论真理，而一旦如此，科学就不再是科学
，而变成了哲学，变成了一种世界观。
现代人已经习惯于科学作为生存的尺度，并将其作为生存的信仰。
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在今天已经形而上学化了。
我们就身处于科学的时代之中。
　　在一个科学成为主宰的时代，教育何为？
那些以教育为志业的思想者和实践家必须产生这样的疑问，并由此一问，才可进入教育的反思与重建
之中。
在今天，我们也把教育称为科学，与社会其他领域都自称科学一样。
"教育科学"这个称呼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已经作为形而上学的科学所产生的宰制性力量。
在今天，教育不仅以科学的方式来构造它的加工流程，也以科学的精确、实证、效率原则来引领它自
身的精神。
教育一旦科学化，教育便丧失其自身，因为它变成了科学，便不再是教育。
当然，我们可以无视科学与教育精神上的冲突而将教育科学化，事实上当代教育正是将自身让度给科
学而将科学视为信仰的。
但如果我们尚对教育有所虔诚，我们就必须在大谈所谓教育的科学化之时，再前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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