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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一个人不是偶尔地心血来潮，而是自觉地将自我的研究志趣、学术生涯甚至命运与某一个特定
学科关联起来时，他就不再是这个学科的“旁观者”，他对这个学科的形象、名声、命运就不会再漠
不关心。
8年前，当我暂时结束学业，以一个教育学教师的身份登上大学讲台时，我并没有立下什么宏愿，但
内心里悠然地播下一种心理暗示：但愿，我不要让这门学科蒙羞。
所幸，我所面对的第一批学生给了我自信。
他们不仅在课堂上非常认真，而且在“学生评教”环节上给我评了让我颇感诧异的高分。
但直到很久以后，当我再返回头来回忆那段岁月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分数，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我的
真诚、热情，还有因为与学生年龄相差不大而产生的亲切感，一小部分来自于我较好的口语表达能力
，至于他们对于学科的认同和对该学科理论知识的兴趣，或许远没有我想像的那么乐观。
不幸的是，有一天，当我离开原来工作的大学，在他乡遇到我以前的学生时，我的这一基于直觉的猜
想，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得到了印证。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专业、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学教学工作充满了热情。
但是，来自外部的对教育学的诸多轻慢甚至挑衅，来自内部的学科认同感的脆弱，却常常撩动我并不
坚守的神经。
我开始慢慢地意识到，缺乏对这个学科的深度认识，仅靠热情支撑起来的学科认同感既表浅又浮泛，
因而是缺乏内在自足性的。
由于缺乏坚定的学科立场，更由于自身内在力量还不够强，对教育学的独特性问题尚缺乏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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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学者介入实践：探究与论证》作者把握住教育学者介入教育实践的发展趋势，从历史与现
实经验，以及逻辑可能性出发，多角度论证了教育学者介入教育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出敏锐
的学术洞察力；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学者介入实践的角色定位、立场选择、合作伦
理、潜在危险和现实障碍等，为我们展示了这一可能新空间的拓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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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元涛（1975－），教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博士后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迄今已经在《教育学报》、《高等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
专著一部（与李如密教授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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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论题解析研究思路与理论追求学者的复位从“中国”出发聚焦“教育”预期研究意义理论意义实
践意义本书的基本结构第一章 “旁观者”与“行动者”：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旁观者场外“旁观”场
内“旁观”行动者“似介入”作为“参与性行动者”的“介入”第二章 “应为”与“能为”：“介入
实践”的合理性论证“寻访”其他理论杜威：从“旁观者认识论”到“行动认识论”伽达默尔：回归
实践哲学布迪厄：“实践逻辑”莫兰：“干预性研究”“体察”学术生态专业化框架中的“两歧性”
选择全球化背景中的本土建设教育实践变革中的“学术介入”“聚焦”研究品性教育研究作为事理研
究教育研究指向“成事成人”教育研究“走近”事理的两种可能方式“审度”实践可能性逻辑论证经
验论证论证之外的“论证”第三章 “自识”与“自持”：介入实践的角色定位与伦理考量自识明辨与
角色定位介入前的自识与明辨“介入”中的双重身份介入伦理坚持互惠性原则谨守学术边界责任担当
潜在危险与现实挑战两种文化的冲突不断生成的新挑战个体自觉可能招致的群体压力结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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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旁观者”与“行动者”：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　　在从事教育研究时，教育学者究竟是
否应该介入教育实践，这既是一种研究方式的选择问题，也包括着教育学者在实践问题上基本立场的
分歧。
分歧的背后，涉及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它与教育学者对教育研究性质的认识有关，自然也包含着教育学者关于研究伦理的考量。
笔者认为，就教育学者在面对实践问题时研究立场的选择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立场：旁
观者立场与行动者立场。
两种不同的立场在研究方式上可能有交叉，但其立场上的分歧是明显的。
也就是说，旁观者立场未必不行动，但其行动依然是为了“旁观”。
在立场选择上，它凸显的是一种“非介入”姿态。
在这种立场下，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是由不同的行动主体分别承担的活动，教育学者只承担研究责任
，而研究以不干预、不扰动教育实践为准则。
行动者立场不能全然拒绝旁观，但在立场的选择上，教育学者却倾向于介入实践、影响实践。
介入实践既是为了更好地获得研究资源，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更为深刻和真切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是
为了实践自身的变革和优化。
而且，这两个过程恰恰可以融合在一起，在介入中促进变革，在介入中生成理论。
因此，在行动者立场这里，教育学者不仅不回避“扰动”，而且还抱持一种积极介入的心态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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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开始介入教育实践，成为学校变革的参
与性行动者。
值得期待的是，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可能为中国教育学孕育出新的发展空间。
但是，当教育学者穿行于两种不同的生活场域之间时，意味着他在学术场域中不能免责、减责的情况
下，又必须承担起适度的实践责任，理性面对由“介入”这一立场和行动的变化所催化和衍生出来的
诸多新的挑战。
因此，在“介入实践”这一研究立场的选择背后，尚有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需要论证。
本书在对教育学者介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表现出出色的理论素养。
作者逻辑严谨，思路清晰，文笔流畅。
行文中所表达出的对教育学的学科认同和对学科“内立场”的坚守，尤其难能可贵。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澜　　中国教育研究空间的探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书作者把握住教育学者介入教育实践的发展趋势，从历史与现实经验，以及逻辑可能性出发，多角
度论证了教育学者介入教育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在此基础上，作者又
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学者介入实践的角色定位、立场选择、合作伦理、潜在危险和现实障碍等，为我们
展示了这一可能新空间的拓展前景。
从本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名青年学者对中国教育研究发展空间认真探寻的学术责任担当，其开阔的
学术视野、扎实的理论素养、细密的考辨论证、个性的书写表达，均能给阅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书中直言：“教育研究的发展空间其实更多地操控在教育学者共同体的手中。
”对此，相信各位读者也会赞同吧？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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