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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理念是指导教育行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
只要有教育行为发生，就一定有教育理念在起作用，只不过有些人比较明确，有些人比较模糊。
一对农民夫妇教他们的女儿穿针引线，或者教儿子锄草犁田，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孩子将来生活必
要的本领。
一个国家拿出财政收入的15％或者更多，建立强大的国民教育体系，组织庞大的教材编写队伍，确定
各级各类教育的内容，那是因为政府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现代社会本国国民必须具备的素质。
对于在教育系统中专门从事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工作的人员来说，具有明确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应
该是基本的素质要求。
教育理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相对稳定的精神力量，它会影响一名教师如何看待教育的意义，如何看
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如何处理教育教学中的各种矛盾，等等。
有没有明确而先进的教育理念，有没有不断改进工作的意识和能力，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和一个
平庸的教育工作者的根本区别。
　　历史是发展的，教育是变化的，思想是流动的，一成不变的教育和不思变革的教育思想是缺乏生
命力的，根据时代的特点不断调整我们的思想，发展我们的观点，我们才能成为教育变革的主动者。
　　好的教育是相对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绝对的、统一的“好”教育是没有的。
教育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场景、教育对象、教育任务和教育者自
身的条件确定一种相对较好的教育行为方式，选择和创造自己认为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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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的教育是相对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绝对的、统一的“好”教育是没有的。
教育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场景、教育对象、教育任务和教育者自
身的条件确定一种相对较好的教育行为方式，选择和创造自己认为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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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四种求知方式　　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一种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
在科学产生之前，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权威、经验和思辨，与此相应的求知方式是权威法、经验法和思
辨法。
　　1.1.2.1权威法与权威性知识　　权威法是指根据权威的言论和书本来获取知识。
在人类历史很长的时期中，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各种权威。
在传统社会，知识是长者、圣贤、智者、僧侣、巫师、政治领袖等提供的；在现代社会，知识是专家
、学者、教授、政府、新闻报道、各种经典著作提供的。
由于个体的感官有限，权威的知识是必要的；但是权威知识往往存在无法验证、缺乏证据的难题。
权威知识可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当我们自己搜集证据、并采用系统的经验研究去检验权威知识时，
实际上也就在从事科学研究了。
　　1.1.2.2经验法与经验性知识　　经验法是指依靠人的感官及思考来获取知识。
经验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包括前人经验（间接经验）、个人生活经验（直接经验）以及被周围多数人
接受的常识。
但是前人经验、个人经验、生活常识往往是不精确的，有很大的片面性。
当把这些经验概括为系统知识时常常出现“以偏概全”、“主观武断”等推理错误。
例如，人们一直认为“学生都愿意被视为成绩优良”，但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研究却证实：美国男
中学生更愿意被看成“体育能力高”，女中学生更愿意被看成“同学人缘好”。
所以尽管经验是知识的主要来源，但必须注意经验中所包含的谬误、偏见和虚假的成分。
　　1.1.2.3思辨法与逻辑性知识　　思辨法是指依靠人的直觉（包括顿悟）、洞察力和逻辑推理来获
取知识。
哲学家往往否定经验的可靠性，而强调直觉和洞察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
思辨法就是从一些先验原则或公理出发，运用推理的方法获得各种具体知识，思辨所提供的知识是依
靠逻辑推理来证明的，只要公理是真，则推论也真，但问题在于公理是难以证明的。
所以，逻辑知识存在难以被经验检验和证明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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