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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主的学生”的提出与我们国家当前“个体意识”日益彰显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近些年来
教育内部对青少年学生个体发展及其教育教学生命意义的观照和重视是分不开的。
对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作为个体的学生其“自主性”是如何生成和建构的，又是如何得以舒张和释放
的等问题予以关注，是很有必要的。

　　《自主的学生：学校教学生活中的现实建构》通过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地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对学生“自主性”问题的思想内涵、解释框架、实践形式及其现实状况进行了探讨，具有很强的启发
性和实践指导价值。
《自主的学生：学校教学生活中的现实建构》由周晓燕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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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缘起：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二、背景：教育内外两方的聚焦
　　三、问题：三个基本设问的展开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的基本旨向：面向“自主”的个体学生
　　二、研究的依循范式：方法论意义上的“学生个体”
　　三、研究的展开方式：理论建构与实践解读
第二章 “自主的学生”：历史向往与当代要求
　第一节 回顾与反思：“学生”理想的历史变迁
　　一、西方近代“学生”理想的主要线索及其意义
　　二、中国“学生”理想的发展线索及其现实更迭
　　三、必要的回眸：从教育的原典意义关注学生的实际发展
　第二节 挑战与应对：当代“学子”的自我命名
　　一、背景：“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及其教育意义
　　二、挑战：学生“自我命名”的两种方式
　　三、必要的前瞻：从时代的发展趋向拓展学生的理想设定
第三章 “‘自主’的学生”：理论的确证及其构想
　第一节 多学科视野中有关“自主”的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一、马克思哲学有关“自主”的研究及其启示
　　二、社会学领域对“自主”的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三、心理学有关“自主”的研究及其启示
　第二节 教育学语境中学生“自主”的已有研究及其启示
　　一、主体教育对学生自主性的研究
　　二、教育心理学有关自主学习的研究及其启示
　第三节 “学生自主”的理解方式及其理论构想
　　一、“学生自主”的理解方式
　　二、“学生自主”的内涵要义
　　三、“学生自主”的实践形式
　　四、“学生自主”的限度分析
　第四章 “自主”的学生：学校教学生活中的建构与呈现
　第一节 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生分类系统
　　一、学校培养目标与校训校风
　　二、“心照不宣”的学生分类系统
　第二节 学生个体自我设定及其学校生活体验
　　一、学生的自我期待及理想设定
　　二、学校生活的个人体验及其意义
　　三、学生个体成长及其自我体验
　　四、关于“我”、“青春”、“飞”的自我宣言
　　五、对教育理念的理解及教育期待
　第三节 课堂教学生活与教学关系
　　一、学生对“学生”的理解
　　二、“你”与“我”：师生之间的相互期待
　　三、“虚饰”与“表演”：师生“共谋”的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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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违规”与“惩罚”：课堂制度与师生冲突
　　五、“作业”与“考试”：学习中“不能承受之重”
　　六、对学习经验的自我认识与评价
　第四节 班级社会生活与同伴关系
　　一、班级文化与学生心态
　　二、班级地位与同伴关系
　第五节 几个基本的判断
　　一、“学生自主”是存在的，但其表现却是有限的
　　二、“学生自主”存在差异
　　三、“学生自主”的实现不能脱离具体的教学活动以及师生关系，教师对于学生自主的形成和实
现具有直接作用
　　四、就当前而言，实现学生精神上的自主比权利上的自主更为重要
第五章 “自主”的学生：建构方式与现实问题
　第一节 “自主的学生”的两种建构方式
　　一、学校教学生活的外在建构
　　二、学生个体自我的建构方式
　第二节 可能与现实之间：“自主的学生”的制约因素
　　一、教学观念的分歧及其束缚
　　二、权利赋予的难为及其阻碍
　　三、课程知识的择定及其限制
　　四、教学习俗的惯性及其影响
　　五、教研制度的趋同及其控制
　第三节 必要的澄清：关于“学生自主”的性质问题
　　一、“学生自主”的价值性
　　二、“学生自主”的文化性
　第六章 “自主的学生”：作为“一种变革的力量”及其期待
　　一、需要转变对“学生”的认识
　　二、建构合理的学习哲学
　　三、营造现代教学文化
　　四、整体优化学校教学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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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斯洛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人的“自我实现”，即完美人性的形成和达到人所能及的境界。
他相信，“在人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向一定方向成长的趋势或需要，这个方向一般地可以概括为自我实
现，或心理的健康成长。
”①这种“自我实现”的趋向，就是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潜能的不断实现，同时，也是指个人寻找自
我同一性，寻找最适合自己本性的独特性。
　　罗杰斯认为，教育目标应是促进“整体的人的学习”与变化，培养独特而完整的人格特征，使之
能充分发挥作用。
他认为“整体的人的学习”是这样一种学习，即“它包含在认知上，在情感和需要上的一种统一性质
的学习，带有关于这种统一的学习各个不同方面的一种明确的意识”②。
这种学习既有丰富的认知因素，也具有情感因素，如，好奇、兴奋、发现的激动、自信、入迷等。
在这种学习过程中，所学习的对象与个体产生有意义的、适合于个人特征和经验的联系。
而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则能以开放的、非防御的态度顺利学习，在变化过程中促成学习者自我结构
的变化，并不断保持和完善自我。
　　弗洛姆综合与扬弃了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只有依靠更丰富的理性和对真理的永
恒追求，才能真正修正片面的理性主义”③。
他独创性地区分了“生产性性格”定向和“非生产性性格”定向，认为个人使自己与世界相关联的定
向性质构成了其性格的核心。
他推崇“生产性性格”定向的人才，认为这种人能在理性的引导下了解自己的力量，实现内在于自己
的潜能中的能力。
他认为，“必须靠着实现人的整个人格，靠积极地表现人的情感与心智潜能，才能实现自我”④。
据此，他批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受到的教育愈多，愈缺乏理性的现象，尽管受的教育越来越多，但是
“透过事物的表面去了解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本质力量的能力，却越来越枯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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