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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中西方知识观的发展演变历史，分
析了知识的哲学认识观、心理学实证观、知识社会学文化历史观产生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从哲学、
知识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综合审视知识的本质、表现形式、知识的价值、知识获
得的方法、知识与社会和人的发展关系等，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知识教育的规律、方法，整体构建知识
教育模式。
全书从多学科视角的综合理论研究出发，整理、抽象、提取出独具特色的、系统的、具有教育理论意
义的知识教育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解决教育学的“他学科现象”和“无科学性现象”提供一种
视角；试图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出发，领悟知识教育系统的、复杂的、多层次的内涵，努力把握知
识教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研究结合的规律，实践教育理论建构和教育实践模式建构的结合，为
整体知识教育模式建构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教育论>>

作者简介

　　陈理宣，男，汉族，1960年5月生，四川省内江市人，1993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
，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育学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生导
师。
主要从事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研究，先后在《文艺研究》，《教育科学》、《医学与哲学》、《中
国临床康复》、《江西社会科学》、《学术探索》等刊物上发表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论文40余篇，
先后出版《现代家庭教育》，《教育价值论》等多部学术专著，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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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学科视域的知识理论研究的意义
二、国内外知识教育理论研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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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前知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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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知识的功利主义意义对精神意义的遮蔽
　第三节 对知识表现形式研究的极度缺乏
　第四节 教师在社会中的精英地位和崇高身份的丧失
　第五节 教师教育模式僵化、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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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认识论、知识论与知识观
　第一节 认识论与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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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知识的价值
　第一节 知识的绝对价值
　第二节 知识的相对价值
第八章 知识教育的过程及其基本问题
　第一节 知识获得的途径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节 知识教育过程中的教与学问题
　第三节 知识的教育形式及其生成策略
　第四节 客体知识主体化及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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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知识教育的目标模式
　第二节 知识教育的内容模式
　第三节 知识教育的方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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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知识教育的过程模式　
　第五节 知识教育的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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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教师本身的精英地位和崇高身份对于社会和学生来说似乎不一定是重要的，有不少社会舆论
与媒体甚至在不断解构这种神圣性，但是，教师的这种地位和身份丧失带来的教师职业的崇高性与历
史责任感的丧失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却是非常不利的。
教师职业的崇高性丧失使得教师队伍不能真正吸引优秀人才，教师历史责任的丧失使得他们不再真正
对学生关心、负责任。
教师只能对看得见的成绩负责，只能对学生负与自己得到的报酬相对等的责任，这又反过来导致教师
不受学生、社会尊重。
崇高感与责任感的丧失还引发了学生丧失了对教师传授的知识的信仰与追求。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这一方面开端于我国现代民主社会进程中，封建社会那种官师一体的社会文化解体以及传统社会条件
下的教师对知识的垄断消失，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与其他社会职业一样，没有什么特权或特殊地位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是平等的地位，然而一些教师由于受传统的教师文化的影响
，怀念那种特权教师文化，造成一种对教师职业社会地位的不理想认识和消极情绪体验。
因此，有人认为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随着社会成员之间的身份等级化的逐
渐消失、知识垄断的消除和终身学习条件下社会成员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教师在人们知识获取和能
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趋于弱化。
因此，教师本身也应该正确来认识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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