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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教育”一词，经常为人们所连用，就广义的文化而言，教育也包括在文化之中。
教育不能离开文化，教育学同样不能离开文化的影响，但对教育学与文化的关系，做系统研究者尚少
，石中英同志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一书，比较系统地研讨了这一课题。
该书为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途径，为评价教育学的历史和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许
多有价值的论点，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科研成果。
　　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从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进入到与文化的关系的探讨，应当视为对教育本质
问题讨论的深入；而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深入到文化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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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是一部学术性和思想性较强的教育哲学著作。
作者主要研究了几百年来一直困扰教育学界的“教育学是什么”问题，系统批判了历史上几种主要的
研究框架及其教育学观，从文化学角度深入分析了教育学活动诸要素与一定文化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
，比较了德国、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教育学传统，提出了“教育学的文化性格”“育学的民族性
格”“育学的理论品格”“21世纪教育学的文化转向”等重要概念和命题。
整个研究视野广阔，材料丰富，结构严谨，富于创见，对于确立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自主及各教育学科
的研究与发展具有较大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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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如何考察教育学活动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　　如何分析教育学活动的主体，如何理解作为教
育学者的我们自己，反观我们自身？
　　近现代哲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指明了适宜的途径。
　　在原始社会，人类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统一体之中，生活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世界中。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都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因而在那时，主客体尚未分化，自然也不存
在主体问题和对主体的考察。
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在古希腊时代，人已经被认为是万物存在和不存在的尺度，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
认识主体的地位。
但是，由于当时思想家们注重的是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存在方式问题，所以主体的问题也未能突显
出来。
到了近代，随着哲学主题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主体的问题就成为哲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注重把自
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加以思考。
思考的方式主要从两个方面：唯理论从先验的方面，用抽象的、唯心的方式加以考察，如笛卡尔与莱
布尼兹；经验论则从后天的角度，用感性、唯物的方式来解释主体观念的获得，如培根与洛克。
这两种方式是两个极端，一个强调主观的方面，一个强调客观的方面。
主观的方面比客观的方面赋予主体以更多的本体地位和积极能动性。
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哲学家们基本上能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来考察主体和主体性问题。
但是，康德仍然肯定了一个“先验理性”，作为纯粹不依赖于经验的思维形式；黑格尔则在精神世界
里统一了主客体，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理解，只不过是建立在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基础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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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和进行的谁，在已有的教育学研究成果中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但就
我所见，本书的论述和论证的全面性、系统性、准确性、严格性上比过去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程度的发
展。
应当说，本研究是作者对教育学研究基本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
　　——汪永铨　（北京大学教授）　　该书选题是大胆的、富有挑战性的，它是对教育学界已形成
的知识观念的挑战，是对教育学界所追求的理念的挑战，是对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挑战。
其价值在于开辟了教育学研究的新途径。
　　——孙喜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该研究旨在以教育哲学的角度对教育认识活动中的根本
问题进行反思，并力图形成一种新的教育学观，为教育认识活动提供一般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开
拓了教育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陆有铨　（上海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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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学跟文化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
《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讨论了教育本质的问题；系统地分析了近代教育史上
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教育学观点及其理论框架。
《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整个研究视野广阔，材料丰富，结构严谨，富于创见，对于确立中国教育学的
学术自主及各教育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较大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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