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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通往语言途中的教育:语言论教育论纲》适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决策者、高校领导参阅，也适
合教育行政、教育经济、教育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学生等阅读。
语言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根本方式，它以沟通、交流、表达等方式关联人的思想、感情和灵魂，开
显人的生命、自由和本质，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直接现实。

　　以此为基础，《在通往语言途中的教育:语言论教育论纲》提出了语言在教育中要完成的使命。
在本体论层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语言存在的观点；在知识论层面，指明了教育的历史形态演变是
随着语言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在价值论层面，论述了语言对自我发展在教育中的价值，以及语
言对教育中人的素质发展的价值；在实践论层面，论述了语言对教育活动、教育研究和教育内容产生
的变革，并考察了教育中作为主体的儿童的语言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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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延龙，1973年生，河南南阳人，教育学博士，副教授。
硕士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师从帅相志教授,博士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师从著名教育家王逢贤教授。
现供职于宁夏大学教育学院。
在《中国教育学刊》、《教育理论与实践》、《全球教育展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参编
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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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教育研究的自然主义。
在实证主义教育研究观看来，教育过程可以完全等同于自然过程，即把教育过程视为客观的自然秩序
一般，教育世界不过是自然物质世界的继续。
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普遍规律统治了世界，僦界本质上是有秩序和规则的，是人类理性可以完全达
到的，即自然主义的观点在方法论上坚持规律性的寻求，这种规律性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和有效的
。
由于在基本的逻辑特征上教育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相同的，确证而又普遍的规律就成为两者最终的共同
关怀。
于是，教育研究也就是对教育现象进行抽离式的寻找规律的研究，而且这种规律性的探求是以自然科
学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和裁定的。
自然主义还把教育研究视作自然科学研究的“克隆”，对教育现象进行“原子论”式的剥离，以教育
量变中可以确定的部分为依据，剔除教育中那些模糊性的方面，从而把教育现象还原成量的、数字的
世界，从而获得简单的和经济的所谓科学的教育理论。
　　其二，教育研究的客观主义。
实证主义教育研究的客观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确认教育对象的客观性，即教育研究现象是独
立于对其的认识论框架的，当然，这里的教育现象的客观性存在，并不是由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来保
障的，而是由研究方法来确保的。
=是确认教育研究是价值中立的，教育研究是要绝对排斥个人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因为教育研究客
观主义认为，一旦研究者的个人价值或其他价值性的因素闯入教育研究，就会破坏教育研究的客观性
和权威性。
由此可以看出，客观主义所追求的，就是要求教育研究做到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或者说是描述的和规
范的陈述之间进行逻辑的分离，认为教育研究活动是必须与“应当如何”或“事物价值如何”相分离
，一切伦理的、道德的、私人的、文化的与社会的因素都应当排除在外，教育研究就是一种中立的运
行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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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通往语言途中的教育：语言论教育论纲》从语言的教育学理解出发进行了一番“教育”考察
。
作者对教育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既展现了作者做
学问的严肃态度，又显示了作者的问题探究意识和批判眼光。
　　人总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人某个方面的凸显带给教育的往往是理论视域的重大拓展，人性、主体
、生命、身体等在教育中的涌现莫不如是。
语言作为人之为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对人之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人之本性的构成，
决定了教育不能对语言视而不见，教育必须面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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