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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丛书”之一，该书分6个章节对新课程改革行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具
体内容包括魂灵意识与观念秩序、合法化表达、改革行动的组织化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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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引言 成为“教育知识”：何以可能？
第一章 “社会行动”的理论视野　一、行动者意义的凸显　二、行动的动力：行动者与结构的二律背
反　　（一）道德个体的诞生：社会分化的紧张　　（二）生活风格的凸显：现代性的文化悖沦　　
（三）有纪律的激情：行动者与秩序的张力　三、行动的规则：从科尔曼到布迪厄　　（一）理性行
动：资源和利益的获得　　（二）沟通行动：协商与共识的达成　　（三）实践行动：资本和场域的
建构　四、行动者及其关系网络　五、朝向建构主义的分析思路　　（一）现实之维　　（二）时间
之维　　（三）关系之维第二章 以何名义启动改革？
　一、以“时代”的名义　　（一）时代的需要　　（二）“个体”言说与“总体”言说　　（三）
有时代感的人　二、以“国家”的名义　　（一）“找到共识”　　（二）政治话语的修辞　　（三
）作为话语的政策　　（四）个性的力量　三、以“知识”的名义　　（一）第八次课改　　（二）
为学生立言　　（三）学生·知识·命运　四、改革行动的“意义化”　　（一）背景权利与话语实
践　　（二）借口：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技术　　（三）改革行动的意义域第三章 魂灵意识与观念秩序
　一、作为“魂灵”的素质教育　二、大概念诱惑　三、“理论”角色与意识形态　四、一场争论：
在真与假之外　　（一）只是观点之争？
　　（二）弦外之“因”　　（三）争沦的继续　　（四）延展事实：隐蔽语本的作用　五、批评的
可能空间　　（一）声音与立场　　（二）说法与秩序　　（三）在矛盾中生存　　（四）为教育立
言：何以可能？
第四章 合法化表达　一、表达的坛场　　（一）会议：“共识”的达成　　（二）培训：仪式化改革
与资本形成　　（三）出版物：“人物”的生产　二、表达的视界　　（一）东西比较：他者想像　
　（二）新旧划界：破与立　　（三）关键词的生产：“标准”的新说法　三、表达的立场　　（一
）上与下：不同的力量　　（二）快与慢：不同的声音　　（三）城与乡：不同的设计　四、合法化
的延伸第五章 改革行动的组织化　一、常设机构：“课程中心”的创建　　（一）角色模糊与改革行
动　　（二）从附属性组织到公益性组织　　（三）组织空间的拓展　二、临时性组织：项目组及其
网络　　（一）案例：一个网站的筹划　　（二）国家、市场与知识生产　三、改革行动的组织化动
员　　（一）行动者·国家·社会　　（二）组织化动员：从“命令”到“参与”　　（三）改革行
动的多元参与第六章 讨论：“旁观者”知识学与“参与者”知识学　一、“旁观者”与知识社会学的
传统　　（一）别处的生存　　（二）漂浮的立场　　（三）绝望的话语　二、“旁观”与“参与”
：社会变迁中的视角选择　三、行动参与：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提出　　（一）共用的行动空间　　
（二）参与行动的逻辑：相容与排斥　　（三）行动的意义域　四、“参与者”知识学与当下中国的
教育知识变革　　（一）叙拉古的诱惑与尴尬　　（二）参与者知识学与理论建构　　（三）教育改
革与教育社会学的使命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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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行动”的理论视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　　墙是死的，而门却是活的。
自己给自己设置屏障是人类的本能。
但这又是灵活的，人们完全可以消除屏障，置身于屏障之外。
——齐美尔　　在社会构成的层面上知识何以可能?这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近代源头上把握这一“社会构成”的基本意涵。
知识社会学的发端应归于19世纪德国思想上的三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与历史主义。
源于马克思的基本命题是：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这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知识的社
会决定；第二个源头是尼采哲学，尼采的反唯心论将人类的思想看作是寻求生存与争夺权力的工具，
这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二——知识的社会运作；作为第三个源头的历史主义则坚持认为：
历史脉络与社会情境是思想产生的“社会场域”，这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三——知识的历
史生成。
　　知识的这种与社会脉络间的关系，促使后来的知识社会学者对知识与社会历史情境间的具体关系
作锲而不舍的多角度探讨，如知识与意识形态、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利益、知识与实践等。
在对知识的各种作用力痛快淋漓地揭示与剥离过程中，作为知识社会学代表学者之一的曼海姆却说，
我们或许还应该这样问一问：在意识形态及乌托邦的问题被彻底地提出来，并将其所有的涵义都思考
透彻的时代里，人们如何可能继续思想及生活？
　　他自己回答：“除了各种社会决定因素之外，或者我们在讨论各种社会决定因素时恰恰遗忘了一
个不可消除的因素，那便是行动者。
指出这一点，不是说摒弃任何社会因素，而在于考虑必须以什么方式重新阐述知识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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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新课程改革中，被动员起来的行动者借助国家力量所展开的改革行动，使得教育知识的建构过
程与秩序格局忍不住让人浮想联翩：这些具备了改革资格的行动者，在实践的紧迫性与偶然性面前，
在生存的考虑与策略的选择中，在群体间的利害博弈与相互妥协中，既有对控制性力量的寻求与再生
产本阶层文化的可能，亦有相反力量的冲撞；既有对已有秩序的屈服与妥协，亦有充满激情与个性的
困惑与努力；既有寻觅的坚持与异化，亦有变通的策略与智慧⋯⋯在这种丰富、复杂的共用空间中建
构出来的教育知识，不会是只有生机没有危机，只有希望没有虚妄，它很可能是个“混合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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