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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习惯教育论：一种教育哲学的思考向度》是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所谓“成果”
。
论文在2005年4月画圈收笔的时候，本人曾遵照学术习惯写过一点后记。
3年之后的今天，在《习惯教育论：一种教育哲学的思考向度》即将出版之际，由于受到各种生活琐
事和工作压力的烦扰，本人已经无法还原到当时的情绪环境中，因此，还是决定把当时的所思、所感
原文附上，以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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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习惯：一个日益凸显的教育问题一、问题的提出与本研究的意义二、当前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三
、本研究的范围、思路、方法和难点第二章 习惯研究的教育文献回顾一、中国教育学者对于习惯的研
究二、外国教育学者对于习惯的研究第三章 习惯内涵：概念、特征与功能一、习惯概念的多维考察二
、几个相关概念的分析三、习惯的基本特征四、习惯的功能第四章 习惯形成的多因素分析一、自由与
奴役：人类行为习惯形成中的一种悖论二、遗传因素与习惯的形成三、环境因素与习惯的形成四、教
育因素与习惯的形成第五章 习惯：教育的再理解一、当前教育的弊端与中小学生的习惯状况分析二、
学生不同受教育阶段需要培养的十种良好习惯三、人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养成的良好习惯第六章 良好
习惯形成的教育观念一、让习惯融人教育目的二、让习惯成就自我管理三、让习惯渗透教育创新四、
让习惯走进教育过程第七章 良好习惯形成的教育手段一、习惯形成的基本原则二、良好生活习惯形成
的几种教育方法三、良好学习习惯形成的几种教育方法四、良好道德习惯形成的几种教育方法第八章 
习惯与“新教育实验”的六大行动一、“新教育实验”的理论基础二、“新教育实验”六大行动中的
习惯形成结语教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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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本研究的范围、思路、方法和难点众多的思考群体对同一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除了彰显着问题
本身的多元价值外，还印证了他们在概念思维中都看到了“不断开拓的地平线(horizon)”(海德格尔)
，而没有站在概念的巅峰，妄称进到了问题的“终极境界”，或像海德格尔那样，“将问题推究到无
可再退的终极处”。
但前人的研究结论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被后人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或被片面牵强的押上所谓理性的审判
台。
近年来，习惯概念确实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逐渐浮出了水面并不同程度地“中心化”，有不少人已经
对它的来源、作用、养成、改变等进行了不同视角的阐述，但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在论证作用和如何
操作的层面上，真正从哲学的意义上深入的探究还很少。
至于从教育哲学的维度来反思习惯培养和养成的“形而上”问题，更是屈指可数。
这也正是本人得以立足并尝试进行挖掘的一块新的领地。
既然找到了目标，进行一番冒险也是值得的。
关键是要有一种“人思”的意识和写作的态度。
唯此，才是哲学的问题意识的真实体现。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为目前的教育哲学研究话语增添一些异样的声音，努力去改变激情和理性之间时
常会出现的紧张关系。
如果说，我们对习惯问题在哲学领域内还希望有所创新的话，那么，也绝不敢对别人的成果进行完全
的否定和颠覆。
因为，“历来哲学的创新只是一种添加，而不是扫地出门式的革命，尽管它总以革命的抱负和声势登
场”。
①当然，任何哲学追问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构造一个围绕概念的抽象的宏大理论体系，同时还要致力
于使“理论世俗化”或“理论下嫁”。
对于本文来说，就是希望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铸就新的语言游戏规则，导出新的问题域以及新的话语逻
辑，打通习惯的理论研究与教育现实直接“对话”的渠道，从而推进现实中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进
程。
由此出发，本研究的范围也就限定在三个部分：第一，什么是习惯及为什么要形成习惯；第二，习惯
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三，如何形成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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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所谓“成果”。
论文在2005年4月画圈收笔的时候，本人曾遵照学术习惯写过一点后记。
3年之后的今天，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由于受到各种生活琐事和工作压力的烦扰，本人已经无法还
原到当时的情绪环境中，因此，还是决定把当时的所思、所感原文附上，以示真实。
一篇冗长的论文写到这里，或多或少总会产生一种释然的感觉。
不管它算不算是自己多年智慧的结晶，但至少是三年用心孕育的成果。
从下笔“开写”的第一天起，我就隐约认为，这一过程肯定不是很轻松的。
果不其然，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往来奔波和冥思苦想确实是苦多乐少。
原以为正文写完，后记可以随意轻松一点了。
但正经归拢思绪的时候，才恍然发现似乎这一点更难下笔。
因为，就此要对三年的喜悦辛酸做一暂时的了断，需要感谢的人和需要回忆的往事还真是不少。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朱永新教授，他不仅出乎意料地能经常为我们“授业”。
而且还会在为政府“打工”之余为我们“传道”。
三年中，恩师敬业的作风、跃动的思想、诗性的追求经常会使我在不经意间有醍醐灌顶的收获和智慧
上的长进，某些东西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一生有用的财富。
尤其是先生的远见卓识、点拨指导和及时无私的提供资料，更使我一次次地触及学术的前沿浪尖，只
可惜慧根有限、悟性不足，达到先生的要求可能还需要以后更多的努力。
其次，三年来一直陪伴我学业长进的副导师许庆豫教授也是难以忘怀的。
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谦逊的为人，诚恳的指导成为许教授定格在我心中的人格形象。
不管以后时光如何流逝，对先生的滴水之恩是万万不会忘记的。
还要感谢苏州大学的任平教授、崔绪治教授、王金福教授、李兰芬教授、蒋国保教授、潘桂明教授、
狄仁昆教授和周可真教授。
在学业进程中，他们独具魅力的智慧给了我很多的启迪和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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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习惯教育论:一种教育哲学的思考向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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