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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由事实而进入于研究，于是出现了教育理论。
教育理论使教育从实际应用进入于学术探讨，趋向于一门“学问”，而有了“教育学”的形迹。
说教育学有了“形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教育学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至少有两方面还不够成
熟。
　　教育学未臻成熟的两方面，一是理论仍然欠完整，关键在于教育学所应涵盖的主题仍然缺少共同
的认识，这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考虑的问题，还要继续努力；一是研究法的问题，这个问题更为困难
，因为有些论者根据“独立学科”的定义，认为一门独立学问之所以能够成为“学”，应该有其“独
特的”研究方法，但在这一方面，教育学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定论，于是就成了方法论的问题。
　　专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研究始终不曾超出“借箸代筹”的状况，从最早借用“哲学”的“思辨
”，到近代借用“自然”科学的“实验”。
在各自独占优势了一段时期之后，教育研究突然发觉“质”和“量”两个范式需要重新加以反省，重
新加以检讨，而形成了两方面的论战。
　　对于两种方法的讨论，如果只站在一种方法的立场上，照常情说，难免要强调“自己”所维护的
这一种的优点，而指斥另一种的缺点，最后恐怕很难得到一个“持平”的结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学方法论>>

内容概要

　　《教育学方法论》是由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共同完成的。
方法论问题是深度探讨不同哲学立场对于科学及教育本身不同的辩论。
为了对研究教育学的所有工具有透彻的了解，《教育学方法论》整体写作较侧重哲学的立场。
《教育学方法论》仍然是研究历程中的一项结果，而不是最后的结论，研究还要继续下去。
读者不能由《教育学方法论》得到一个“定论”，但是可以得到一些“认识”和“线索”。
希望有同好的读者也能加入到这个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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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馥茗，台湾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家。
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获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教育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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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教育活动与人类的存在同样古老，但对教育活动作系统化的探讨，企图建立教育学，使之成
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学术体系，则始于1776年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主讲教育学。
康德的教育学理论建基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上，自兹而后引发了“经验一分析”与“诠释一理解
”两个取向的争论。
由于受到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影响，实验心理学被广泛运用到教育研究上，最后导致教育学沦为一门
应用科学，尤其到20世纪后半叶，实证的研究被窄化为一种量化的取向，（Popkewitz，1984，p．31）
将教育现象的复杂性过度简化，忽略现象背后的意义与价值，教育研究的本质遭受到扭曲与变形。
　　田培林教授在《教育与文化》一文中指出，教育与文化这两个概念有一种内在的交叉、连环、不
能分解的关系。
如果把教育当作“功用”来看，教育就是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如果把教育当作“实体”来看，教育本
身就是文化；如果更进一步把教育所创造出来的成就、价值，再和其他一切“文化材”加以比较，教
育本身就是高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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