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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早已是尽人皆知的名词，教育工作者无不耳熟能详，教育论述也是汗牛充栋，可“教育学”
却缺少“系统的”论著。
也就是说，对教育的“根源”以及“理论与实用的认识”，分述得颇为详尽，却缺少通彻的论述，未
曾把教育从本源到实施完整地汇成系统的专书，所以教育学三个字连用时，竟无法指出一本专书为代
表，因为教育内涵包罗万象，要整理出系统来并不容易。
　　因为教育不似哲学般专注于理论探讨，而是理论离不开实用，否则将徒托空言，无补实际。
有一个“实际”限制在前，教育便不能只做“纯学术”的讨论，于是便不得不把理论和实际相提并论
。
如此做很可能使论述的“学术价值”减色，但这是教育学命定的“特质”或“特征”，使之成为“学
”的进程落在其他“学”之后，是教育领域中一直努力的工程。
　　另一方面，本来教育从开始就着重实用，而在实用上，一则是用法或有欠妥之处，一则是人类生
活进步，教育也随之需要改变，故而始终重视实务，忽略了理论的系统整理，实务离开理论，而理论
又不确定，难免治丝益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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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教育理论为出发点，注重实际应用，能够给读者以务实有效的指导与借鉴。
     本书旨在阐明对教育工作的确实认识，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陈述，避免只限于空谈理论。
侧重于实践的道理和原则；在实践方面，以原理、原则为本，贯穿到应用上。
实际即灵活运用。
从运用中领悟技巧。
才能得到教育实效。
认识教育所涉及的领域极广，即使在教育一门中，也有多个科别，各有专著。
本书提供一些线索，希望读者能对教育的整体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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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一提到哲学，有人就会皱眉头，认为那是一门玄之又玄的学问，以为除了哲学家之外，人们
很难懂得，其实这只是误解。
哲学的确是思想家由思辨而提出的一些原则、道理或讨论；然而其内容并未超出人和人生，且兼及于
自然以至宇宙原始，而现象界的自然仍然和人密不可分。
首先我们要了解，哲学家也是人，自然关心人和人生。
关心人便不免要了解人，从而探讨人；关心人生也就要探讨人生。
从这一方面说，哲学是和人是十分接近的，则哲学家所说的便没有不能了解的理由。
其次是在哲学家讨论人和人生时，离不开人的行为表现，即又进入人性和人心问题，同时还想知道人
如何能有知识；这又和人生密切相关，因为人必须群居生活，每个人都要依赖别人以为生，就不能忽
略别人的存在，从而出现了行为规范，而成了道德问题。
再次是哲学家和众人一样，对大自然的奥秘存在着好奇，尤其想要知道宇宙的起源。
从古以来，哲学家们苦心孤诣，都在为这些问题而反复思考，因为他们思考的领域相当广泛，后来的
学者把他们思想的内容予以归类，整理出三大论点，成了哲学家经常讨论的问题，或者说是哲学讨论
中的三大系统。
即是：　　1．形上问题：探讨宇宙原始，即现象界最早的根源。
　　2．道德问题：探讨善恶是非兼及于人。
　　3．认识问题：探讨知识的真伪。
　　不过多数哲学家，尤其中国和早期西方的哲学家，并未严格地限于这样的系统。
特别在道德问题和认识问题方面，常常离不开政治、人生、经济，以至教育。
要记得早期哲学是统摄百学的学问，所以学教育不能不知道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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