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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当代西方批判教育家访谈录》论述了作者与这些激进的批判教育家的
相识以及与他们的对话，指出这些批判教育家是第一代批判教育思想家代表，分别代表着使用不同研
究方法的学者所进行的批判教育研究。
在访谈中，托里斯与被访谈者不仅探讨了批判教育理论和研究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产生的原因，而且还
探讨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教育领域的挑战。
从他们的整个对话来看，其焦点是关于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的关系。
最后，托里斯明确提出，对话是学习经验和斗争的一种有利的方式。
此外，他还论述了终身聘任的问题和建立新的传统的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

作者简介

　　原青林，1961年11月生，河南辉县人。
1984年6月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6月毕业于南
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迎专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任广东肇庆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池田大作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教育学会教育
评价与指导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东省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学术方向：外国教育问题史研究。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外国教育研究》等
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
出版专著2本，参编著作12本，其中《揭示英才教育的秘诀——英国公学研究》荣获广东省2008-2009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王云，1966年生，河北辛集人。
1987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美
国社会文化专业，获硕士学位。
英国波尔顿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主修教育管理类硕士课程（2003）。
现任，“东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学术方向：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英语教学法研究等。
出版译著两本，其中的书虫系列《三十九级台阶》曾多次再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单中惠，1945年生，浙江绍兴人，196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长期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现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访问学者（1982-1984）、英国赫尔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2-199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7-1998）。
主要研究领域：外国教育史，西方教育思想史、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问题史，外国基础教育政
策等。
主要学术成果：《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西方教育思想史》、《西方领
导教育史》、《外国素质教育政策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等
；翻译《科学与教育》、《童年的秘密》；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其中一些学术成果曾获省部级奖。
　　徐小洲，1964年生。
1994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2002年在韩国完成博士后研究。
现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
工程重点资助培养人员。
主要从事比较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曾主持“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课题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合作项目。
主编和参编《高等教育政策变革研究丛书》、《中国教育六十年》、《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等著作二十多部。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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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答：我也多次听说过类似的言论。
这位女士所讲的并不是个案，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想你首先赞同我的，是有着良好的愿望而没有掩盖其他目的的愤怒是深层次意识形态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这位女士是代表某种意识形态的机构，但她就是那种意识形态的表现，这种意识形态是有
利于统治阶级的。
它试图说服我们接受科学和教育中立的观念，以及讨论文化行动的理论。
　　这种观点的起因是源于这本书不是关于教育的，而是属于纯粹意识形态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本意识形态的书。
只因为我说过教育不是中立的，我就不再被看做教育家——只能是自由理论家。
有些人就这样来评价我，认为我不再是教育学者。
所以，你看，那种对我的质疑常常是别有用心的。
当然，那位女士的质疑并不是这样。
她只是质疑世界的中立性。
一旦发现世界没有中立可言时，她就能明白这本书是关于教育的书。
　　问：毫无疑问，这本书是关于教育的。
我是想问，您的研究目的是否是关于压迫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学校内部压迫的各种关系？
　　答：准确地说，应该是关于学校内外压迫的各种关系。
当然，我最根本的兴趣是学校里发生的事。
你会发现，巴西和其他地方的进步教育工作者否认学校里所发生的阶级冲突。
他们认为，学校仅仅是一个系统知识的、严格要求的传播场所。
而且，他们还为自己随意提出的所谓“知识教育学”进行辩护。
但在我看来，学校还是一个社会冲突的场所，用更鲜明的词语，即阶级斗争在学校中继续存在。
问题是教育者在世界上和学校里所发生的社会冲突面前应采取什么立场，他们从来没有停止知识教学
。
当然，以工人阶级看法为名，使孩子们政治化和忘掉教给他们基本知识的任务，不是我的主旨。
从科学观点来看，不可能那么做。
政治对知识的分裂必定是反科学的，在政治上它是错误的，在科学上它是扭曲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在传授生物、历史或语言等领域的知识时，应对社会的阶级斗争进行辩论、澄清
和阐明。
这是包含在各种知识中的，因为学校是斗争的一部分。
学校不能独立于斗争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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