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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教育的挑战，我们别无他途，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
而真正的改革，总是观念与体制的同步变革。
这就是说，在变革教育观念的同时，实现基础教育制度和教师教育制度本身的变革。
本论集就是围绕这个主题选编的，其中绝大部分选自近年来笔者在《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
、《教育发展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收入本书时除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饰或添加若干注释之外，一概保留原来的痕迹。
因此，读者或许可以从中感受到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础教育前进的步伐。
本书由上编“辨析素质教育”和下编“重塑教师形象”共计27篇组成。
毫无疑问，教育改革的学术探讨和公共舆论归根结蒂关系到我国教育的未来设计，期待本书的出版能
够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构图提供些许思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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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教师
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
工作组组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长，《全球
教育展望》杂志社社长、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师教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的挑战>>

书籍目录

引言上编  辨析素质教育　1  知识社会与学校文化的重塑    一、“工场型学校”的终结与“学习共同体
”的构想      二、“学习共同体”的教育思想背景：“终身学习论”与“交互主体论”    三、“学习”
的双层结构与“体验”的教育价值 　2  跨世纪教育课题：教育重心的转移    一、思考教育问题的两个
维度      二、教育重心转移的三个层面      三、要革新，先革心 　3  素质与素质教育    一、关于“素质”
之本性的考察      二、素质教育与个性发展  　4  试论素质教育课程设计的教育学模型    一、素质教育课
程设计教育学模型的由来      二、素质教育课程设计教育学模型的内涵  　5  素质教育与课程教学改革    
一、素质教育的本质：个性化教育      二、素质教育的基本命题：保障学力成长与人格成长      三、素
质教育的中心课题：课程文化的再创造  　6“知识教学”辨    一、学校知识的重心：“事实性知识”
还是“方法论知识”      二、知识授受的形式：“灌输式教学”还是“建构式教学”      三、学习评价
的功能：“选拔性评价”还是“发展性评价” 　7  “重点校”政策可以休矣    一、剖析几个似是而非
的论调      二、加剧“学校落差”的政策是不明智的      三、从教育财政功能的诊断看“重点校”政策
的失格      四、结论：“重点校”政策可以休矣  　8  再论“重点校”政策可以休矣    一、虚幻的假设支
撑不了该倾的“大厦”      二、良好的愿望替代不了严峻的现实      三、寻求超越：确立新的教育质量
观  　9  三论“重点校”政策可以休矣    一、“唯尖子优育”说的谬误      二、“唯竞争原理”说的谬误
     三、“唯选拔功能”说的谬误  　10  选修制度与个性发展    ——兼评上海市中学选修课程标准      一
、选修制度的意义      二、选修制度与个性化教育      三、实施选修制度的必要条件  　11  儿童“德性”
的形成及其环境影响分析    ——重新审视道德教育的方法论      一、“道德”的概念与“道德教育”的
基本视点      二、“德性”及其层级结构分析      三、形成儿童“德性”的环境影响分析  　12  学校个性
与学校文化    一、学校文化的要素与学校个性      二、潜在文化与“学校文化”概念的重建      三、“对
话文化”与学校个性的创造  　13  “整体教育”的哲学基础    一、三种教育观的不同导向      二、三种
教育观的哲学基础      三、当代整体教育的科学与哲学基石      四、“整体教育”论的启示与局限  下编  
重塑教师形象　14  我国教师教育制度创新的课题    一、“教师教育”概念所隐含的发展脉络      二、教
师教育课程标准：制度创新的关键      三、概念重建：教师教育制度创新的前提  　15  知识·学科·术
语    ——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战略性课题    一、知识的制度与高等教育的使命      二、知识生产的进化
与重点教育学科的战略性调整      三、专业术语的转换与教育学术的国际交流  　16  素质教育与教育素
质    一、素质教育的含义：有别于应试教育的本质特征      二、教育素质的诊断：“第一教学”与“第
二教学”      三、教育素质的提升：创造“第三教学”  　17  学习科学：儿童学习的多元解读    一、从
“思辨”走向“科学”    二、学习科学关于儿童与学习的见解      三、学习科学关于教师与教学的见解 
    四、学习科学研究的启示  　18  教学实践与教师专业发展    一、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教学”      二
、教学实践的分野与教师的“实践性知识”      三、教学研究的转型与教师专业发展  　19  教学研究的
转型及其课题    一、两种教学研究：“定型化”研究与“情境化”研究      二、教学研究的转型：矢量
与课题  　20  从SECI理论看教师专业发展的特质    一、教师知识与教师知识的研究      二、从SECI理论
看教师知识发展的机理与场域      三、教师知识发展的特质与教师学习共同体  　21  课堂教学中教师课
程意识的回归    一、课堂教学的困境：教学意识的泛化      二、课堂文化的重建：课程意识的回归      三
、让教师成为课程发展的主体  　22  教师“教学实践能力”析    一、从“教学研究”说起      二、教师
“教学实践能力”的要素      三、作为教学实践能力之源泉的自我教育  　23  从“课程管理”到“课程
领导”    一、“课程管理”及课程管理模式的转型      二、作为教育生态学的学校管理与课程管理      三
、课程管理的层次      四、作为“学习型组织”的学校  　24  从“行政权威”走向“专业权威”    ——
“课程领导”的困惑与课题      一、“课程领导”的闲惑      二、“课程领导”的课题  　25  “学习场域
”的生成与教师角色    一、学生的“潜能”与“学习场域”的生成      二、教师角色：生成“学习场域
”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教师角色与促进学生人格成长的“文化化”  　26  教师专业化：理念、制
度、课题    一、罔际教育界的教师々业化探索     二、我国教师专业化面临的挑战与课题  　27  教师专
业化的误区及其批判    一、“工程化”及其批判      二、“消闲化”及其批判      三、“行政化”及其批
判      四、“技术化”及其批判  原出处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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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辨析素质教育　　1　知识社会与学校文化的重塑　　“知识社会”意味着从“学历社会
”转向“学习社会”。
然而，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教育几经波折：一时“嫁”给了“政治”，现时又“嫁”给了“经济”
，而且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始终丧失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教训，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近年来我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身心发展为本，
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实在是有深刻意蕴的。
　　一、“工场型学校”的终结与“学习共同体”的构想　　未来社会被称为“知识社会”、“知识
经济社会”、“智能价值社会”，它将根本变革现今的“产业社会”及其文化，带来崭新的思维方式
与生产方式。
这种变革又将不可避免地波及教育，因此，铲除划一的、无视个性的教育制度乃是势所必然。
　　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支撑“产业社会”的产业主义价值观正在面临崩溃。
近代社会是“产业社会”，近（现）代的价值观是“产业主义价值观”。
它主要集纳了“合理主义”、“能力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旨在推进一切产业化的社会观
念。
在以物质资源的生产与分配作为制度建构中心的产业社会里，勤勉、节约、效率、努力、纪律、计划
等手段性价值尤其受到重视。
“合理主义”排斥非合理性的实证科学的立场，以合理地处置一切事物作为至上命题。
这就是要求选择旨在实现目的的最优手段，助长以二元论思考事物的倾向。
“正确还是错误”、“有效益或无效益”这种二元论的思路可以说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征。
然而现实的、具体的事物并不都能够非此即彼地处置。
有不少解答方法既不能说有效也不能说无效，也有不少问题是可以借助介于正误之间的多种解答得以
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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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的挑战》介绍了面对教育的挑战，我们别无他途，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
而真正的改革，总是观念与体制的同步变革。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教育学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一个教育学人30年教育科学研究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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