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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哲学是教育研究中最具理论色彩的内容，也是我国目前教育学原理学科中唯一从哲学角度探
讨教育问题的学科，因此，从教育哲学的学科归属来看，它既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又是教育学的分支
学科。
不过，从中外教育哲学学科存在的实际情况看，似乎哲学界对其不够重视，这正如当代美国教育哲学
家奈尔·诺丁斯（NelNoddings）所说：“与其他哲学分支不同的是，教育哲学很少在哲学系中开设，
如同法律或医学哲学经常在法学院或医学院开设一样，通常教育哲学是在教育学院或教育系开设。
”①不过，课程开设是一回事，从事研究则是另一回事。
从历史上看，无论中外，真正的教育哲学研究乃是来自哲学家对教育理论的关注，历史上沉淀下来的
教育理论精品，离开了哲学家的贡献，几乎没有多少内容。
难怪中外教育哲学大家都发出感叹，真正的教育理论离不开哲学的支撑。
王国维说：“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
异？
”②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哲学与教育哲学、哲学家与教育家几乎是同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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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密切关联，以对中国大学科研理念的“学理化改造”和“本土化改造
”为愿景，提出了高等教育的“科技论”哲学基础，探讨了“中国大学科研理念的强纲领”及其原则
体系，阐明了科技哲学原理向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化及其对实践的指引等方面的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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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杏芳，女，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站博士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科技哲学二站博士后
。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原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十一五”期间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大学教师科研绩效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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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绝对的“客观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契机，另一方面，强纲领研究发展到极端，必定要用社会
因素的偶然性和相对性来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完全否定了外部自然在科学知识中的决定性地位，致使
其与宗教、神话并无多大区别，抹杀了科学知识的特性。
事实上巴恩斯等人的后期思想也有所回归，例如他们提出了“社会有限论”的立场。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相对主义常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
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倒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①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自身有着种种的理论缺陷，但“强纲领”的相对主义知识
观对于克服“弱纲领”的绝对主义和“客观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契机，为人们重新思考和审视科
学知识、人类知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三）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倾向与其评价　　1.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
本倾向　　（1）在科学观上的相对主义倾向，它是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一脉相传的；　　（2）在真
理观上的约定主义倾向，科学家之间的约定论与社会协商，也是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因素之一；　　
（3）在知识观上都有社会建构主义的倾向，例如范·弗拉森认为科学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的主观建构
；　　（4）在研究方法上的经验主义倾向或实证倾向，主张要对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进行实证研究
；　　（5）科学知识的平等主义或“平权”倾向，科学知识并非具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类似后
现代主义倾向的知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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