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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冬虫至夏草，生命完成了它的多重转换与自我重生；从《回望》到《命脉》，“生·实践”教
育学派完成了她生命建设的一段旅程，标志着本学术辑刊第一轮的完全生成。
　　行至此处，我们已在着力体悟、思考、探寻中国教育学发展之“命脉”，在着力探讨当代中国教
育学发展的学术缘起、学理依据及演进脉络，在着力梳理和发掘中国教育学发展之“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学术”、“科学”等命脉，及其在当代中国教育学语境内的转
化与生成，力图凸显当代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感、根基感、纵深感、厚实感。
　　本辑所收录的文章，都为首次发表，感谢作者们的倾心与倾力，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持续
支持。
　　本辑以叶澜的文章开篇，继续深化以“生命·实践”作为教育学当代重建基因式内核及其命脉的
论述，既在延续《基因》之脉，又在建构《命脉》的总体形象与内在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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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以叶澜的文章开篇，继续深化以“生命·实践”作为教育学当代重建基因式内核及其命脉的论述
，既在延续《基因》之脉，又在建构《命脉》的总体形象与内在之神。
第二部分聚焦教育学发展的实践命脉，从教育学重建式发展、教学理论重建、班级建设理论重建等领
域，试图呈现实践命脉之独特，进而进入到对教育研究、教学改革，乃至于听说评课范式转换的讨论
，进一步扎深教育学发展的实践根基。
第三部分聚集中国传统文化，从对中国本土文化与中国教育学发展之关系入手，讨论了知识论命脉、
草根底色、对传统文化的接续与创新等问题。
第四部分的内核是“学术传统”，从中国学术转型、中国教育学的学术发展之脉络的意义上展开，提
供了我们对于中国教育学发展如何扎根于学术传统的自觉思考。
第五部分是对教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反思，再一次促使我们审视中国教育学发展所需要
植根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命脉。
第六部分为教育学之“命脉”聚焦后的再次开放，既有对青少年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系统反思，从而为
教育学发展提供了参照学科，也有对赫尔巴特教育思想、杜威教育思想的重读；既有对“课程”与“
教学”的词源考古，又有对当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田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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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澜，女，祖籍福建南安，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并留校工
作至今，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
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主要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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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生命·实践”教育学引论（下）——关于以“生命·实践”作为教育学当代重建基因式内核及其命
脉的论述以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为根基的教育学重建式发展思维方式转变与教学理论重建从生命实践的
角度建构教育理论——以班级教育理论的建构为例论“深度介入”式的教育研究从“教学”的重建管
窥“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命脉听说评课的范式转换为什么存在“中国”的教育学知识？
——兼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知识论命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与“新基础教育”的草根
底色散议“生命·实践”教育学对传统文化的接续与创新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
和梦想生生不息的智慧——试论当代中国教育学发展与中国学术传统之传承中国学术转型背景中的教
育学研究教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反思探究巨人们走过的路——青少年发展心理学研究反
思“教育性教学”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更新杜威“哲学的革命”之再认识——写在杜威诞辰150周年之际
再论课程与教学的定义与内涵：从词源考古到现代释义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东寨民族小学的田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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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命·实践”教育学引论（下）——关于以“生命·实践”作为教育学当代重建基因式内核及
其命脉的论述　　六、“生命·实践”作为建构教育学理论的特殊内涵　　当我们进入对“生命·实
践”在建构教育学理论中具有的特殊内涵的讨论时，并不意味着要丢抛前面同一主题“一般”研究时
所得到的结论。
相反，一旦我们通过研究形成了关于“生命”、“人类”一般特性及其与实践内在关系的认识，它就
成为导引我们认识特殊的工具和基础。
这表明研讨将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结论在教育学研究中的特殊表达，进入教育学研究在思考“生命·实
践”时的独特视角。
它与“一般”的区别，不是原则、共性意义上的区别，而是具体丰富的表现形态和独特性的区别。
　　1．教育是什么的性质判断　　教育学研究对象直接指向的是“教育”，不是“人”；教育学是
关于教育的理论，不是关于人的全部理论。
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将哲学或其他学科关于人的研究的所有结论拿来作为教育学的理论。
但并不是说，这些理论对于认识教育、对于形成教育学理论没有价值。
　　教育的直接对象是人，其直接目的是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使其发生受教育前未有的变化。
这种目的须通过承担教育任务的、一般称之为教育者的人设计并组织、开展的活动来实现。
这样的活动被统称为“教育”。
上述关于教育是什么的解释，是以人类出现被称之为“教育”的活动以来的各种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
，在排除其具体目的、内容、方法、活动方式、效果及价值评价之后，而作出的关于“教育”是什么
的、最一般的、事实性的抽象描述。
　　以上描述至少表明，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实践，是人为的活动，而不是自然的现象。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将教育置于“实践”这一上位概念中去考察。
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在“实践性”这一意义上，不同于哲学研究对象的性质，也不同于科学研究
对象的性质。
教育是人类自有了文字以后，天天都存在着并进行着的实践活动，而不是物质，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
界或人自身及其创造过程的创造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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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命脉》“生命·实践”教育学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教育改革实践土
壤中生长出的新芽，它将成为新世纪中国教育学创建中的一个流派，以自己的扎实、智慧、真诚去酿
造教育学的新酒，它将是鲜活的、生长的，但不是肤浅的、盲目的，它是当代的、创造的，但不是割
断历史的、自命不凡的⋯⋯我们想通过“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创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
者的声音。
这声音将揭示平凡教育事业蕴涵的丰富与伟大，蕴涵的与人类最基础的存在——生命与实践不可分割
的内在联系，蕴涵的对创造、智慧和发展的呼唤，蕴涵的对健康人性、幸福人生、美好社会的价值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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