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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解释学》为“教育哲学研究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由考试理性出发，对教育解释学的基本问题、“原意”和“意味”所作的分析及理论建构，很有
创意。
全书观点鲜明，说理深刻，行文流畅，富有哲理性，是一本有创造性的优秀著作。
　　从问题出发，以“意义”为经，以“理解”为纬，国内首席建构“教育解释学”。
倚靠实践后方，站立理论前沿，有“照着说”，更有“接着说”，有定论，更有新论，有新阐发，更
有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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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友超，男，1971年12月生，四川大竹人。
200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获教育学博士。
现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供职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2年以来，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论
文30余篇。
无意于追求数量，但坚信“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没有数量并不意味着一定有质量”。
这些文章主要围绕教育解释学和教师实践智慧展开。
主要的观点是，站在“意义”的高度审视教育现场，学校教育的意义是由作为理解者的师生、兼顾生
活世界的教育情境、对话式的语言和充满想象力的课程实施共同生成的；考试理性是那些意义被遮蔽
的教育现场背后的无形之手。
作为目的的教师专业发展，其真正内涵是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
　　从类型上说，主要做微观研究；从思维方式来说，偏好哲学的、原理的，但又是基于教育现场的
；从研究方法论上看，主张占领前沿与巩固“后方”、关注热点与集聚焦点、客观描述与主观议论、
自觉规范与精于创新、解决问题与生产知识的有机结合。
基于此的专著《论教育的理解性》（待出版，拟以《教育解释学论纲》为名）获2005年上海市优秀博
士论文。
　　下一步拟着力的领域有：新时期教育本质问题研究；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伙伴关系研究；教
育公平发展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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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别人的研究与自己的起点第一节　“教育和理解”之历史考察一、教育心理学视角二、教育哲
学视角第二节　从“教育和理解”走向“教育的理解性”一、教育与理解的新关系：教育的理解性二
、述评教育与理解之新关系的研究第三节　教育解释学的分析框架第一章　考试理性：教育解释学的
针对性第一节　扫描教育现场一、单向度的师生二、抽象化的教育情境三、公式化的教育语言四、技
术性的教育行动第二节　考试理性一、一种理性观二、工具理性的由来三、考试理性第二章　重新表
达教育意义：教育解释学的基本问题第一节　两种典型的意义学说一、指称意义说二、商谈意义说第
二节　历史上的教育意义学说一、斯宾塞的教育意义学说二、杜威的教育意义学说第三节　重新表述
教育意义一、教育意义的性质是中性的二、重新表述后的教育意义指向个体第三章　教育解释学的“
原意”第一节　理解范式的“循环”一、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认识论理解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
的本体论理解三、从伽一哈论战看哈贝马斯认识论和本体论兼及的批判性理解第二节　理解的“原意
”一、理解的游戏性二、理解的语言性三、理解的实践性四、理解的批判性第三节　教育解释学的“
原意”一、教育如游戏二、教育处于负载经验的语言中三、教育是一种反思性实践四、教育离不开批
判性第四章　教育解释学的主体“意味”第一节　作为理解者的教师一、由诊断者成为研究者二、由
知识守望者成为经验建构者三、由技术行动者成为实践智慧拥有者第二节　作为理解者的学生一、从
“空的容器”到具有不同经验的经验者二、从经验拥有者到经验建构者第五章　教育解释学的情境“
意味”第一节　作为学校文化的教育情境第二节　教育情境在观念上要兼顾师生的生活世界一、哲学
解释学和批判解释学中的生活世界二、兼顾师生生活世界的教育情境第三节　教育情境是充满信任的
第四节　教育情境是一种共同体第六章　教育解释学的语言“意味”第一节　师生言说体现的是教育
关系发展的逻辑第二节　师生言说的主要形式：基于“以言行事”的师生对话一、何谓基于“以言行
事”的师生对话二、基于“以言行事”的师生对话的条件问题三、基于“以言行事”的师生对话中的
倾听问题四、基于“以言行事”的师生对话中的权威问题第七章　教育解释学的行动“意味”第一节
　主要的行动“意味”：课程实施的想象力第二节　课程的文本之路一、文本观的进化二、课程文本
观第三节　教师的课程意识一、课程实施事件意识二、师生一课程互动意识三、学生经验在场意识第
四节　正确处理课程实施的想象力与课程的现代性问题的关系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解释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考试理性：教育解释学的针对性　　第二节　考试理性　　从历时角度看，这里扫描的
教育现场的问题可能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但从共时角度看，它却是我们当下教育的真正问题所在。
在把实验过程中所看到的教育现场表达出来的同时，笔者已经隐约感到考试和这般现状是脱不了干系
的。
这种关系之大，让人觉得考试有一种魔力。
从实验教师的一些话语中，似乎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证：“考试就是指挥棒，这个棒指到哪里，我们就
跟到哪里”；“教了初三（或高三），我们都不会上课了，因为我们满脑子都是考试，思维已经变为
一种考试思维了”；“让我们做实验，那考差了怎么办”；等等。
由此想到要对考试作一番思考，但又不想泛谈诸如考试的弊端及其改进这样的问题，倒不是觉得这些
问题没有谈的价值，而是觉得如果不把考试背后的东西谈出来，很多问题仍然在迷雾中。
那考试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考试的思维方式，即考试理性主义，简称考试理性。
简称的道理和人们把工具理性主义叫工具理性是一样的。
　　我们的逻辑是，考试理性是工具理性在教育中的具体化，工具理性是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
这样，要搞清楚考试理性，就必须明白工具理性是怎么形成的，而领会理性又是弄清这一点的基础。
由于目的和重心不同，有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讨论，只是铺垫性的，落脚点在考试理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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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在“结构”上是精心的，作者对“解释学”的把握是有深度的，表明了其有较扎实的专业理
论基础。
　　——叶澜　　本书在国内教育学原理领域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提出的考试理性是工具理性在教育中的具体化的观点，以及对教育解释学四种“意味”的揭示，有创
见，令人耳目一新。
　　——郑金洲　　由考试理性出发，对教育解释学的基本问题、“原意”和“意味”所作的分析及
理论建构，很有创意。
全书观点鲜明。
说理深刻，行文流畅，富有哲理性，是一本有创造性的优秀著作。
　　——靳玉乐　　本书的主体部分——教育解释学的“原意”以及教育解释学的四种“意味”，是
一种新的体系。
文中不少地方见解独到。
　　——石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解释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