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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观古今中外，千百年来，一部教育发展史可以说是教育理想建构与实现的历史。
在这一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教育家、思想家怀着自己满腔的激情，凭着自己矢志的信念，针对社会
现实及教育现实中的弊端，不断建构教育的理想，追求教育的真义。
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行至”的孔子，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
从培养“哲学王”的柏拉图，到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的卢梭、夸美纽斯；从杜威、怀特海，到雅斯贝尔
斯⋯⋯正是由于对教育理想的不断建构与追求，人类教育思想的宝库才得以充满瑰丽的色彩与闪亮的
睿智，现实教育活动才得以不断朝向新的目标与高度，人类社会也不断得以完善与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对于什么是良好教育的理想追求，没有对于受对教育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的理想
描绘与期盼，既谈不上教育，也无法从事教育，也正是有了对教育理想的追求，教育才得以与人的发
展和完善、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携手共进，相辅相成。
因此，在人类迈向21世纪的今天，同样需要我们建构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机关报的教育理想。
作者以为，这种建构，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以“实践”为教育培养人的本体论哲学基础
，以人性的完整性为依据，以体现人性完整性的多元开放的、丰富流动的生活世界为根基，将教育地
社会及个体的适应与超越统一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并指向教育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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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教育理想研究在当代的紧迫性　　如前所述，无论是面对社会还是个体，教育总表现为适应与
超越两种作为或追求。
然而，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教育的适应及其超越所表现的强度却有不同，各有侧重。
　　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未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未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教育与整
个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教育目的是使年轻一代获得参加社会生活及生存的能力，教育方法也以掌握直接经验的模仿为主。
教育发挥的只是种族的延续和个体生命维持的适应性功能。
所以，原始社会里个体是在具体的"当下即是"的存在状态中接受教育的，所获得的是生活和生存所必
需的"常识"。
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教育有了专门化。
教育出现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专门机构从事的学校教育，另一种是在其他社会活动中进行的非学校教
育，它保留着原始社会教育的某些特征，但这种生活实践中的教育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比原始社
会丰富得多。
　　从传统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来说，它直接为满足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政治需要而产生。
教育的目的、内容乃至方式都体现出了鲜明的阶级性。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教育又体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及专制性。
教育不是关注现实的生活，而成为政治的附庸，统治者旨在通过教育对受教育者实施伦理教化，维护
封建的等级秩序。
在教育内容上重"道"不重"器"，如我国的儒家思想，其三纲五常、修身养性、中庸之道等都是强调维护
现存的统治秩序；欧洲的基督教育，强调培养服从上帝、安于命运的人，从而成为被统治者的精神枷
锁。
这种维护现有等级秩序的专制的教育，必然是保守的、封闭的，其对个体及社会适应也是片面的、局
部的。
　　古代社会教育的保守性、封闭性不只是政治需要的反映，也是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的必
然反映。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生产发展缓慢，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其变化的速度、激烈程度
极低，社会和人们的认识趋向于保守，趋向于对现存环境的适应。
教育目标是培养能法先王、古人或上帝的缺乏创见的人，教育的内容也是"先代"的经验和教条，与传
统的道德观念相关联。
所以，中国古代教育一直离不开居家涉世伦理习惯的训练，是对现世生活达成的纲常礼教；西方早期
教育多是建立在通过忏悔、祈祷等手段而让受教育者获得道德的体验。
至封建社会后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教育对象相对扩大，学校教育在规模和种类上有所扩
大，学校开始与人的现实生活、谋生手段发生直接联系，显示出近代教育的萌芽。
　　总之，在自给自足的古代社会，教育因其政治经济的制约而显示出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
这样的时代能提供给教育的也只是有限的局部的知识与智慧，而对教育整体意义的显发与张扬具有极
大的局限性与片面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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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人类迈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建构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的教育理想，看看本书关于教
育理想的生成、历史考察及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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