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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熟路：未成熟主体的特点与教育》是一本探讨孩子怎样成熟的研究成果。
全书采用大量的事实来支持观点，并用比较平实的语言进行论述，因此它不仅可以提供给科研人员作
为理论交流，同时也可以提供给教师、家长，继续对此问题进行实践性的探索。
 主体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现时代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十分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
主体教育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展开探索。
从中小学生作为未成熟主体的角度探索，有助于加深对人的主体性生成、发展过程的理解，也有助于
寻找主体教育的切实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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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冉乃彦，著名教育专家，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首届访问学者。
兼任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科研部主任，北京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素质教育实践研究基地特聘专家。
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和家庭教育研究。
主持并完成教育部和北京市重点课题“小学生自主性素质发展与培养的实验研究”等10余项课题。
多次参加“中国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等国际学术研讨会。
撰著或主编《对新世纪家长的建议》、《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基础教育科研入门》等ll部著
作，发表约300篇论文。
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等节目中多次担任佳宾。
主持的10项科研课题曾获得市级以上奖励。
2005年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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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研究未成熟主体的重要性一、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困惑二、教育实践的需要三、教育理论的需要
第二章 相关学科对未成熟主体问题的探索一、从哲学层面的探索二、从生理学层面的探索三、从心理
学层面的探索四、从教育学层面的探索五、从社会学等层面的探索六、从方法论层面的探索第三章 主
体性的生成——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一、意识的发生（从动物到人类）二、自我意识（
主体意识）的发生三、自我价值是主体意识的核心第四章 主体性的发展与条件一、有关主体性发展与
条件的三个理论观点二、未成熟主体主体性发展的条件第五章 主体性发展的进程一、初级期人的主体
性二、转折期人的主体性三、高级期人的主体性四、后期的主体性退化第六章 未成熟主体主体性发展
的特点一、基础：未成熟主体的智力和自我意识、能力的发展状况二、展现：未成熟主体的主要特点
第七章 对未成熟主体教育的原则与建议一、未成熟主体教育的主要原则二、对发展与培养未成熟主体
主体性的建议第八章 对未成熟主体教育的十个策略一、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往前走二、给孩子
一个时间，让他自己去安排三、给孩子一个条件，让他自己去体验四、给孩子一个问题，让他自己找
答案五、给孩子一个困难，让他自己去解决六、给孩子一个机遇，让他自己去抓住七、给孩子一个交
往，让他自己学合作八、给孩子一个对手，让他自己去竞争九、给孩子一个权力，让他自己去选择十
、给孩子一个题目，让他自己去创造第九章 作为未成熟主体的道德教育与道德学习一、道德是什么？
二、道德的生成是一个主体性逐步全面生成的过程三、对未成熟主体应该更加重视前道德素质的培养
四、前道德素质的特点五、引导未成熟主体道德学习的基本原则第十章 未成熟主体教育的几个现实问
题一、试论未成熟主体的“选择”二、试论未成熟主体的“兴趣”三、试论未成熟主体的“抗诱惑品
质”四、试论未成熟主体的“遵守纪律”五、试论未成熟主体的道德学习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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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研究未成熟主体的重要性　　哲学界很早就提出了主体问题，教育界进行主体教育的实验
也有十几年了，那么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又去研究未成熟主体？
其实前进中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这是教育研究深入发展的正常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表达了这种
强烈的需要。
　　一、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困惑　　（一）低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80％没有价值。
老师怎么办？
　　有一位教育博士在听课后提出“低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80％没有价值，老师怎么办？
”其实老师在日常工作中天天遇到这类问题，也根据自己的认识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回应，只不过没有
站在理论的高度来思考：老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待，才更符合主体教育的原则。
　　在课上，低年级学生积极性往往很高，老师刚刚说：“今天我们要学习‘妈妈的节日’这一课”
，马上就会有许多学生举手，有的学生问：“什么叫节日？
”有的问：“那天放不放假？
”还有的问：“老师您有没有妈妈？
”甚至有的问：“老师您多大岁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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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别用大人的方式对待孩子，让我们学会更有效的方法，更有针对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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