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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修订版改名为《追寻发展链：教育的辩证拷问》。
它由“自然·社会·思维”发展链与教育实践辩证法之一（原版部分）、“自然·社会·人”发展链
与教育实践辩证法之二（修订部分）这两个方面组成。
　　“修订版”是为了适应人类发展这一永恒主题的需要。
原版《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一书于1987年出版，距今已逾20年。
在全球发展的浪潮中，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经历了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转向，伴随着这一过程，在
世纪之交又一次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探讨与运用；在开放的语境中，去进一步追寻中国化的民族
性生成。
这一切都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的活力，它正在不断为人类的文明进
步与生活实践所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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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刁培萼，男，1927年11月出生，江苏泰县（今姜堰市）人。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1953年毕业于原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后留校在党政部门工作。
70年代因工作需要回教育系任教，80年代末退出职场后仍坚持学习与研究，主攻方向是教育哲学与教
育文化学。
曾任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成果有《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1987）、《教育文化学》（1992）、《农村教育学》
（1989）、《农村少年儿童问题行为与对策》（1991）、《农村儿童发展与教育》（1993）、《农村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础工程》（1998）、《智慧型教师素质探新》（2005）、《重建课堂文化》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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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修订版的前面“自然·社会·思维”发展链与教育实践辩证法之一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教育哲学
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地位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哲学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教育
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二章 自然发展与教育第一节 人与自然的矛盾运动是人类教育活动的基本动力
第二节 特殊的人类劳动与教育系统的发生第三节 教育是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实践第四节 人的发展中
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与教育的相互关系第五节 科学、技术、生产与教育第六节 科学技术发展与教育
第七节 技术、技术科学与技术教育第八节 工具的发展与教育第九节 智力发展、智力开发与教育第三
章 社会发展与教育第一节 社会基本矛盾与教育第二节 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与教育第三节 社会政治组
织与教育第四节 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与教育第五节 社会意识、自我意识与教育第六节 道德、伦理与
教育第七节 个体社会化与教育第八节 人的发展与教育的价值目标第九节 信息发展与教育第四章 思维
发展与教育第一节 思维主体运动形式的特点与教育过程第二节 教育人学会思维第三节 唯物主义认识
论的知识观与教育第四节 现代精神个体的发生与教育第五节 教学与教育过程的统一及其动力第六节 
知识的认识价值、智力价值与教育第七节 科学、艺术的思维与教育第八节 科学思维中的非逻辑因素
——直觉的作用第九节 逻辑思维的发展与教育第十节 经验思维、理论思维与教育第十一节 创造力的
价值与教育的最终目标“自然·社会·人”发展链与教育实践辩证法之二第五章 “发展”的价值辨析
与教育的辩证诉求第一节 从原版到修订版：追寻辩证的综合发展链第二节 现代文明与人类困境——
教育的时代重任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建构中——教育的前瞻第六章 人类教育基本观念的辩证发展
与更新第一节 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教育价值追求第二节 精神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探求第
三节 共产主义教育理想属于全人类第七章 实践辩证法．人学辩证法．教育辩证法关系解读第一节 教
育终身化追求与文明家庭建构第二节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人类发展链的综合链接第三节 “哲学．科
学．教育”思想理论资源的综合运用第四节 解读的归旨：走向“人之为人”的人文教育归路第八章 
感悟时代脉搏，追寻人类教育走势第一节 人类文明“转型”与“复兴”中的教育再生性机遇第二节 
放眼寰宇，走向生态式大和谐文化教育之旅第三节 着力塑造“双基因情结”精心呵护人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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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的抽象概括能力是在人类祖先不断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同语言一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个体出生时，从自己先辈那里继承了产生这种抽象力和概括力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要变成现实，还
需要后天教育、环境的影响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努力。
儿童不是一开始就善于抽象概括的，这种能力最初是在生活中，伴随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掌握逐步
发展起来的。
儿童掌握数概念开始总是和具体事物相联系，尔后在游戏和生活中逐渐从具体事物量中摆脱出来，从
中抽出量的因素，知道数代表任何事物一定的量，上学以后，不仅知道数的计量单位、计算单位，而
且还知道任何数都可以分解成其它的数或组成其它的数。
儿童在掌握数概念的过程中，抽象概括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得到发展和提高.可见，在教学中每门学科都
可以通过各种概念、原理、定律、词汇意义的理解和掌握，有意识地发展和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
当然，不是所有的教学，都对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的发展有同样的效果。
单纯让学生去记教师讲的概念、原理，不如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找出事物本质，这样的效果更好。
心理学研究表明，让学生有目的地定向地进行分析，比盲目分析的效果要好。
根据学生定向的不同情况及概念的掌握情况，可将学习类型分成三种，它们对学生思维发展有不同的
影响。
第一种是非自觉型。
在教授给学生的具体材料不全面，说明和指导不完备的情况下，学生就不能有目的地找到分析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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