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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学的建构》一书，原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它属于以“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或称为“元教育学”、“教育知识哲学”、“教育学原
理”、“教育后设理论”。
此书曾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我国，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尽管教育学新作源源应世，而十年前在教育学建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如教育学性质与研究方法问题、教育学概念、命题表述问题等，都远未解决。
这不奇怪。
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几本“以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德]沃尔夫冈·布列钦卡《教育知
识哲学》、[德]底特利希·本纳《普通教育学——教育思想和行动基本结构的系统的和问题史的引论
》、[俄]弗·弗克拉耶夫斯基《教育学原理》，都表明教育学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属带有普遍性的现
象。
只是我国迄今对这个“以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领域，仍然像以往那样陌生和冷漠。
这或许也能证明本人这一旧作的生命力尚未丧失。
故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建议增订改版。
　　本书从初版中删去8个篇章。
增加本人“教育学学术生涯纪事”，主要记录本人十年来在“教育学苦旅”中，不断自我批判和寻求
出路的历程，其中遇到的与尝试解决的问题，比本书基本理论中涉及的问题复杂得多。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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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建构教育学之作。
作者力求综合国际教育学界（包括本国）多年来治“教育学”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学基
本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学科地位）、教育学的性质与类型、不同性质的教育学陈
述的规则与检验标准等，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本书第一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曾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现经增删，改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
在这一版中，还增加作者“教育学学术生涯纪事”，主要记录作者近十多年来在“教育学苦旅”中不
断自我批判和寻求出路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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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桂生（1933－），江苏省高邮市人，曾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
著有《“教育学”辨——“元教育学”的探索》、《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近代教育学史探
索》、《中国教育学问题》、《回望教育基础理论——教育的再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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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Ⅰ  教育学基本问题　1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一　教育学关于自身“研究对象”的设定  　二　“研
究对象”观念在变化中　  三　学科研究的“实质对象”与“形式对象”　  四　何谓以“教育问题”
为研究对象  　五　教育学研究的虚构对象与真实对象　2　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上）　  一　教育学关
于自身“研究方法”的设定　　二　教育学“研究方法意识朦胧现象”　　三　教育学“研究方法意
识朦胧现象”（续）　　四　“研究方法”观念在变化中　　五　现代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视野　　六
　“教育研究”与“教育学研究”　3　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下）　  一　关于若干“教育研究方法”
的比较问题  　二　教育的实证一实验研究取向　  三　“解释学的教育学”取向　  四　分析的教育学
研究取向　  五　教育“行动研究”取向　  六　四种教育研究方法比较　  七　教育研究成果的检验  
　八　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抉择　4　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一　教育学：“被占领的区域”　  二　教育
学关于自身“理论基础”的设定　  三　中国教育学中的“理论基础”意识　  四　确定教育学“理论
基础”的根据  　五　明确教育知识与非教育知识之分　5　教育学的学科地位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教育学的学术水平问题  　三　教育学的科学水平问题  　四　“独立”的学科地位意味着什么　  
五　别的学科研究成果在教育中的检验Ⅱ 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类型Ⅲ 教育学陈述的规则与案例Ⅳ 教育
学演变的轨迹Ⅴ 教育学学术生涯纪事人名索引汉英专业术语对照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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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　教育学基本问题　　1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　　设定教育学以“教育”为研究对象，
仿佛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已经确定无疑，其实未必。
　　研究教育，不管旨在揭示“教育规律”，还是研究“教育问题”，总得从描述教育现象、判明教
育事实人手。
问题在于“教育现象”是什么，这仿佛不成问题，其实未必。
　　假定一位教师，闻铃声，登讲台，握一卷，对莘莘学子，侃侃如也，可算是典型的“教育现象”
了。
然而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位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人，未必在扮演足以称之为“教师”的那种
社会角色。
同样，在莘莘学子中，也许有的人在扮演“学生”角色，另有一些人则身在课堂，心不在焉，一心以
为鸿鹄将至，那样的学子还称得上是“学生”么？
体现在这种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可能是平等的关系，也可能是专制关系，社会意义迥然不同。
能说这不是一种研究么？
但其研究成果不一定构成教育学的一部分，而属社会学（它为教育学所吸收，那是另一回事）。
它是把这种现象作为“社会现象”加以审视的。
同样，心理学家不也有理由把它作为儿童在特定情境中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过程么？
文化学家难道不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么？
　　像上课这样一种现象，尽管社会学家把它视为“社会现象”心理学家把它视为“心理现象”，文
化学家把它视为“文化现象”，而教育学家更有理由把它视为“教育现象”。
其实，把它视为“教育现象”，这已经是从观察这种客观现象可能的诸视角中择定的一种视角。
可见，研究者并非纯粹“客观地”观察客观存在的事实，人们采取这种或那种视角，是为了反映认识
主体同客观对象的不同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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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夏书系：教育学的建构（增订版）》属于“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或称为“元教
育学”、“教育知识哲学”、“教育学原理”、“教育后设理论”。
此书曾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该书主要分析了教育学基本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学科地位）、教育学的性质与类
型、不同性质的教育学陈述的规则与检验标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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