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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作者不断结合实际，围绕当前教育发展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从实践经验中提炼思想观点，围绕各种教育问题作出了独到、深刻的分析。
全书共分教育本质和教育实践两部分。
《教育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内容丰富，论述透彻，观点新颖，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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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鲁，哲学博士，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广东省连南县人。
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
在《中国德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研究》、《现代哲学》、《学
术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和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精神文明发生论纲》、《民主监督论纲》、《论
政协》、《职业教育提速：矛盾、条件、路向》、《职业教育提速：比较、突破、举措》、《论社会
和谐理想的教育构建：现实问题与路向》、《论道德教育向道德教化的转进》、《教育本质新探》等
一百余篇学术论文；主编和参与主编《广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文库》、《班主任能力建设丛书》
、《中学思想品德课》等多套、本理论著作和教材；参与编著《精神文明学》、《中国民主党派通论
》等著作多本；参与“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十五”规划重点
项目的研究，参与多个省级科研课题研充撰写的多篇论文获奖或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等报刊转载、摘编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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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本质研究的审视　　什么是教育？
这一问题如同问“什么是哲学”一样，具有难以精确回答的特性。
然而，从过往到现在，仍然有许多教育研究者在作出种种尝试，努力为教育给出一种质的规定性。
但是，种种对教育本质所作出的规定，有很多并不符合于人们的生活本身。
特别是。
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等等思维方式表现出试图用教育的功能来代替教育的本质的倾向，结果造成现实
社会中教育与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分离。
因此，有必要在对教育本质的历史和现实重新进行研究。
　　第一节　多重话语建构下的教育本质　　19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洛孙克兰兹以黑格尔哲学为理
论基础，总结归纳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写成《教育的体系》一、书，并由美国教育学家布莱克特将此
书翻译成英文，书名译作《教育哲学》。
此时，　“教育哲学”这一名称开始正式出现。
　　从那时起直到现今，教育哲学在西方经历了种种学派的争论。
在中国，经历了对苏联教育哲学研究方式的模仿、改革，到打开新的视界，与现当代西方教育哲学中
诸种新流派接触、沟通，我们看到每一阶段的教育哲学都试图在用不同的哲学研究方式和方法或者结
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对教育的本质进行种种的规定和研究，改革与变革着教育哲学的研究
对象、结构和内容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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