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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一辑十本专著放到我面前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兴奋不已
。
回想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全国从事教育理论工作研究的只有四百多人。
为了繁荣教育科学，当时我们呼呼恢复中央教科所、建立中国教育学会，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批准。
今天中国教育学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八十多万人，全国博士授权点已有几十个，一批中青年教育理论
工作者已经成为教育科研的骨干。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就是他们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成果。
怎不令人兴奋！
　　我与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是有感情的。
回想18年以前，1989年他们在大连召开第一次会议，要求成立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
众所周知，那时的形势，有些同志有点害怕。
但是中国教育学会的老会长张承先同志还是比较开放、很有远见的，认为应该支持中青年这种合理的
要求，中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教育科学的繁荣要靠他们。
学会就让我来联系这项工作。
我也认为，中青年的要求是合理的。
因为过去开会，总是老专家占据了讲坛，没有中青年学者讲话的机会。
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的成立给中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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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的人学视野》收录了教育学的生命立场与研究；类主体教育；主体间性与教育交往；教育
的生命基础；生命教育；道德教育的人学论域；生命型教师等七编关于教育学的论文。
细细读完其中的文章后，更为深入地感受到作者的理性与创新，分析教育问题的广阔视野以及从关注
问题中反映出的强烈时代感。
会发现这些分析理性、深入，是基于我们国家历史与现状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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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建军，男，汉族，1969年生，河南省南阳市人，教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现为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教育学原理方向带头人，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常务理事。
2006年获得全国第十届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以及道德教育原理。
近年来先后主持“以生命为基础的教育理念研究”、“构建促进生命和谐发展的素质教育模式研究”
、“和谐社会道德教育独特性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研究、“高中阶
段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等省部级重点课题。
2000年以来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
篇。
出版学术专著《现代教育原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当代主体教育论》（江苏教育出
版社，2001，2004）、《生命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生命化教育》（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7）、《教育公正：政治哲学的视角》（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等。
其中《当代主体教育论》和《生命与教育》分获江苏省第八次、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当代主体教育论》又获全国第三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生命与教育》又获得全国高校出
版社优秀畅销书二等奖。
主编《现代教育学基础》被评为江苏省高校精品教材（2005）、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2004）
，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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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常把教育学看作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
这一“科学”取向的标示，意味着“教育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
有可重复性。
或者说，尽管教育现象有所变化，并不完全重复，但支配复杂教育现象背后的本质具有一致性。
教育学就是通过研究客观的教育现象，揭示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的法则，即规律。
所以，教育学的科学性取决于教育现象的客观性。
客观性与主观性相对，不仅表现为可以观察，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
以外在于个体，离开个体的主观需要、精神、思想和意识等而独立存在。
如果教育现象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并无二致，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思路建立真正的教育科学
。
问题是，如果教育现象并非纯粹的客观现象，那么建立教育科学的根基就会坍塌。
因此，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成为我们考虑教育学性质的关键。
　　生命是教育的原点，这不仅意味着教育要以生命起始，满足生命发展的需要，而且意味着生命在
教育中，教育活动是生命展现的活动，是生命成长的活动。
离开了生命，剥夺了生命成长的主动性和自由，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只能是一种控制、压制和规训，
或者是一种异化的教育。
　　生命在教育中，说明教育活动离不开生命，教育活动是生命在教育中的活动，是教育中生命的自
由自在的舒展活动。
也说明，教育的世界不是人之外的自在的客观世界，而是内在于生命，由生命所参与、创造的世界，
即生命的世界。
　　我们所面对的教育世界，教育学所研究的教育现象，虽然是一个外部的世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但它不同于自然的外部世界，是一种有生命的客观存在，它包含着人的主观意义。
人是教育世界的主宰者，是教育现象的主体，是人创造了教育世界，也是人理解、建构着教育现象。
如此，教育现象就不是纯粹客观的，它具有主观性和理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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