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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命·实践”教育学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教育改革实践土壤中生长出的
新芽；它将成为新世纪中国教育学创建中的一个流派，以自己的扎实、智慧、真诚去酿造教育学的新
酒；它将是鲜活的、生长的，但不是肤浅的、盲目的；它是当代的、创造的，但不是割断历史的、自
命不凡的⋯⋯我们想通过“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创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者的声音。
这声音将揭示平凡教育事业蕴涵的丰富与伟大，蕴涵的与人类最基础的存在——生命与实践不可分割
的内在联系，蕴涵的对创造、智慧和发展的呼唤，蕴涵的对健康人性、幸福人生、美好社会的价值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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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澜，女，祖籍福建南安，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并留校工
作至今，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
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主要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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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生命·实践”教育学引论（上）——关于以“生命·实践”作为教育学当代重建基因式内核及其命
脉的论述基因式突变和学术新传统的奠基——关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建的源·原式辨析“生
命·实践”之际：教育学境域性目光的开启学科文化生态的演变——解读“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
一种视角“生命·实践”概念作为承担教育学更新功能的基本单位初探“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的
突破走向“生命自觉”——叶澜教育理论中的“生命”概念史简论潜能发展观——形成于“新基础教
育”改革实践的渐悟渐构论学生的三层可能世界“生命·实践”教育学立场下“生命自觉”的构成与
品性初探论教育实践学校转型实践中领导的精神生命自觉学校教育中知识的存在形态及其转换“新基
础教育”评价研究的思考教学对话的三种境界“新基础教育”理论研究者评课实践中的价值追求超越
“技术性实践”——从“新基础教育”拒绝“模式化”说起试论学校变革对教育学者的生存论意义—
—关于教育学者介入学校变革的一种解读论“双向滋养型”的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教育研究试析教育学
研究的学术魅力“新基础教育”：我的精神家园校长角色与学校发展“新基础教育”使学校管理者学
会了创造灵感在互动中激活智慧在实践中进发“生命·实践”在我们之中——“新基础教育”基地学
校校长沙龙研讨记录摘要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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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命·实践”教育学引论（上）——关于以“生命·实践”作为教育学当代重建基因式内核及
其命脉的论述　　一、释题　　自1978年以来，教育学在当代中国需要重建并非我个人所见。
就我本人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明晰意识到该问题，着手重建的学术实践过程至今可粗略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对有关理论、历史和方法论的批判性反思始，以199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初
版的《教育概论》、1999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两本著作，作为阶段性
认识发展的思想产品面世而告段落。
在第二本著作的序中，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学术心迹和取向：“教育学科的元研究以学科的存在为
前提，这决定了它的主要研究方式是反思，是为了更好发展的反思，是为了教育学科‘明天’的反思
。
因此，在反思的同时，它又在构建，在构建教育学科的自我意识，构建教育学科可能的发展前景，构
建教育学科的新基础。
”　　正是“构建教育学科的新基础”任务的提出和当代中国激烈、深刻的变化，使我进入了教育学
重建的第二阶段，即回到教育学研究的源头——教育实践，追寻人类产生教育实践的源头——教育存
在的依据，研究作为学科发展的过程——教育学史，我把它们统称为“回到原点的思考”。
对“原点”的寻求，促使我的“重建”研究形成新的路径，不再局限于书斋，而是通过与部分中小学
合作、开展介入式的学校转型性研究，使教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回到教育实践的源头中去，在研究、
推进学校变型的综合实践中认识教育本身，体验它的真谛，把握它的脉动，发现它的病变，探索它的
可能，创造它的明天。
这项研究持续至今已进入最后一个年头——第15年。
正是它，使我对“原点”是什么的思考，从最初单一的“生命”发展到“生命·实践”复合式的认识
；正是它，积淀和催生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建的决心和行动；正是它，锻炼和形成了一个以
基于教育学立场，回到教育实践中，综合开展教育改革和教育学创新研究为奋斗目标的同人团队。
“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丛书和“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丛书是团队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专
著《“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则是本人教育学重建第二阶段的理
论形态的表达。
与《教育概论》不同，它基于亲历教育变革的实践，是关于教育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时空中的生态式表
达：它是具体的，但不只是描述的，理论的力量通过对实践的透析呈现；它是基于经验的，但又不囿
于经验，理论的力量通过为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推进实践更新，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来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基础教育”论》中的“新基础”，不只是实践意义上的，而且是理
论意义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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