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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效学习可以显示为多种学习方武，但有效学习的核心精神是“体验学习”（experience_learning
）。
　　“体验学习”乃是对“学习”的原始性质的恢复：恢复知识与身体、知识与情感、知识与活动的
本原关系。
　　恢复知识与身体的关系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亲身”尝试错误，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尝试
错误。
　　恢复知识与情感的关系的目的在于：使学习项目本身有意义，让学生“热情求知”，让学生成为
“当事人”。
　　恢复知识与活动的关系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
　　于是，“体验学习”常常显示为相关的词语，比如“发现学习”、“研究性学习”、“探究学习
”等等。
　　本书所谈论的“体验学习”，几乎可以与“研究性学习”、“发现学习”等词语相互置换。
之所以在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之外特别提出“体验学习”这个概念，目的只在于使所谓
的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概念与“个人知识”、“参与者知识观竹等知识理论连接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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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验学习论：论学习方式的变革及其知识假设》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比较完整地保持了博士论
文的原貌，书中具体包括了：课程实施中对学生的遗忘、发现学习与接受学习的“共识”、确定性寻
求中超越“细节教育”、确定性寻求中的“热情求知”、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学习方式转变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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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慎英，女，1968年7月出生，河北衡水人。
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博士、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教育研究方法”。
出版学术专著两部：《有效教学论》（第一作者，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小学校本课程开发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在《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理论与实践》等杂志上发表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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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旁观者知识观视野中的接受学习第一章 旁观者知识观的肇始一、人对“本质”的静观（一
）前苏格拉底时代对“本质”的叩问与弃绝（二）苏格拉底等人对“本质”的重新追求（三）苏格拉
底的提问方式及其迷失二、知识对日常生活的放逐（一）远离公共生活的苏格拉底（二）崇尚理性而
反对诗人的柏拉图（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知识对情感的再次过滤三、知识与行动分立：理智的
沉思第二章 旁观者知识观的流行一、与个人无关的机械决定论（一）“简单规则”作为另一种“本质
”（二）旁观“简单规则”的后果二、为机械决定论留下地盘的二元论第三章 旁观者知识观中的“接
受学习”一、古希腊自由教育中的“接受学习”（一）“发展理性”：对先在本质的接受（二）指向
“发展理性”的自由艺术课程二、近代教育中对科学知识的“接受”（一）课程内容对“接受学习”
的支持（二）课程编制中的目标模式对“接受学习”的锁定（三）课程实施中对学生的遗忘三、现代
教育中的接受与发现：殊途同归（一）“发现学习”中的接受性质（二）“有意义接受学习”的悖论
（三）发现学习与接受学习的“共识”第二部分 参与者知识观视野中的体验学习第四章 参与者知识
观的意见一、“先在本质”的幻灭二、不同的“视角”看到不同的知识图景三、从“静观”转向“对
话”第五章 走向“体验学习”一、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寻求”（一）在“变化”中求知（二）面向
复杂本身（三）参与知识的建构：二、确定性寻求中超越“细节教育”（一）知识的“隐性之维”（
二）附带知觉：隐性知识的运作方式（三）知识的不可教性三、确定性寻求中的“热情求知”（一）
“求知兴趣”（二）“求知信仰”四、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学习方式转变结语参考文献后记附
录1：解读“研究性学习”附录2：“发现学习”的秘密附录3：“有效教学论”的理想附录4：自由教
育的传统及其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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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旁观者知识观的肇始　　从源头上追究，旁观者知识观始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一切是
一”的理性沉思。
这种“一切是一”的认识方式倾向于把变幻莫测的自然和世界归结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
人无需理会表面现象的个别、多样和变动不居，人的理性在于能够把握现象背后先在存在的“一”，
找寻普遍的、统一的、不变的东西。
知识（或知识的对象）总是外在于人，事物的本质先在地存在着，而且是自足的、完满的、真正的实
在。
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能通过从旁静观、谛视，而不能渗入个人的情感和意见，这便是旁观者知识观
的初始形态。
　　后来，智者派不满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将知识活动（认识活动）限定为对自然本质的袖手旁观，坚
持“人是万物的尺度”，将知识兴趣从自然转向“人的生活”，而且提倡以个人自己的方式理解人的
生活并形成“个人化知识”。
　　苏格拉底与智者一样不赞成自然哲学家“任自然而轻生活”的知识态度，但由于智者派提倡的“
个人化知识”导致了人人自以为是的混乱，因而需要重新追求事物的“本质”，把握固定的实在。
苏格拉底及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假定了某种现象背后的先在本质的存在，人所要认识的就是
这些本质。
这种对先在本质预设的同时也就预设了一个超然物外的认识者和追问者。
这实际上就是主客二分的原始框架。
在主客二分的认识框架内，知识就是认识者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寻根问底的追问。
于是，源自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旁观者知识观经苏格拉底等人的维护长时间地主导了人类的知识方式
（认识方式）。
　　一、人对“本质”的静观　　人在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时，往往易于产生不安全感，出于安全（
行动的安全和智慧的安全）的考虑，人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确定性的寻求。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能够寻求到确定性的东西，使人处乱不惊，是人类寻求安全、寻求自由的理
想追求。
“寻求认识上的确定性的最后理由是需要在行动结果中求得安全。
”古希腊人面对变幻莫测的现象世界无能为力，倾向于超越生灭变化的现象世界，把握其确定性的本
质，于是预先设定了生灭变化的现象世界之外的某种先在本质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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