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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的境遇：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生态》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篇章结构的内在理论基础，
以学科学术活动的关键功能——“知识的生产”为中心，以生态系统的生成、生存和生长为逻辑线索
，从系统发展的角度研究我国比较教育学知识的现状、生存发展与进步。
在比较教市学知识的“生成”部分中，提出了比较教育学知识的内容体系分析框架，分析了比较研究
的论述逻辑；在“生存”部分的学科问生存状态中系统地探讨了比较教育学知识与比较性学科，哲学
、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和学科群，以及比较教育学知识与教育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在学科的社
会生存状态中论述了比较教育学知识的学科制度认同、比较教市学者的社会心理认同和在全球化时代
的教育实践认同；在“生长”部分研究了比较教市学知识理论体系的进步及在全球化时代和东西方学
术对话中我国比较教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的境遇>>

作者简介

　　田小红，女，四川省绵阳市人，教育学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和教师教育研究工作。
先后在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学习，获教育学硕
士、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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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文献综述二、主要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分析三、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一章 比较教育学知识现状
第一节 当前比较教育研究的内容体系第二节 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理论发展历程第三节 概念视野中的
比较教育学知识第四节 比较研究论述的形成——内容分析第五节 比较研究论述的形成——文本分析
第二章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教育学知识第一节 比较教育学知识与比较性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第二
节 比较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三节 比较教育学知识与教育学知识之间的关系第三章 比较教
育学知识的社会认同第一节 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制度认同第二节 比较教育学者的社会认同——社会心
理学的视角第三节 比较教育学的实践认同——以教育全球化为例第四章 比较教育学知识的进步第一
节 知识进步理论与比较教育学知识进步的分析框架第二节 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的进步第三节 全球结
构中中国比较教育学派的建立主要参考论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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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各类教育来看，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受到重视　　道德教育受到重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分不开的。
道德教育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对规范各种社会行为，触及人的心灵而起到法律所不能替代
的作用。
职业教育研究与当前劳动力结构联系紧密，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和大学生就业难的
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视角，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也和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的变化和对职业教育的
重视分不开。
　　3.从教育问题的角度看，课程与教学是中心，教育管理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教育改革的最
终实践结果是通过课程与教材来实现的。
相对于教师观念的转变、教学技能的提高、学生学习方法的改进、教学技术的现代化，课程与教学的
改革更为根本，只有课程本身的转变，才能带来相应的变革。
同时，从基础教育到大学的课程改革实践也是导致这方面理论研究成为热点的原因。
在既有的教育条件下，如何提高教育的质量，相应的管理问题就凸显出来，同时这也是当前的企业管
理、行政管理等各种管理学受到重视而被教育借鉴和运用的一种反映。
　　4.对教育主体的研究加强，教师教育受到重视　　在教育客体，如课程与教学等的研究进一步加
强的同时，对教育主体的研究也成了学者们学术研究关注的对象。
从哲学背景看，主体哲学、人文主义思潮等是人们转变观念的主导思想；从国家的教育政策看，关注
教师并为教师立法，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加强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等措施，要求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加强教师教育研究；从教育内部的发展来看，教育的管理需要教师的参与，课程的实施教师是关键，
学生的发展也必须基于教师的发展。
这些综合的因素是促成教师教育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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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比较是教育学常用的方法，近年来更是在教育学的知识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比较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这对我们思考学科的现状，反思教育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应对
实践对教育学的批评，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是解决学科困惑和学科地位的关键因素。
本书抓住了这一关键因素，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比较教育学学科的生存状况，同时也不啻是对教育学学
科知识生产状况分析的范例。
　　——眭依凡教授 北京大学　　　　比较教育学学科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领域。
本书从比较教育学自身的“客观知识”出发，分析学科知识的现状、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学科
的社会制度认同、学者的心理认同、学科的实践认同等，在大量的数据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比
较教育学的未来走向。
这一研究不仅仅是对比较教育学学科，而且对整个教育学学科思考自身的知识状况、知识价值以及知
识与实践的关系，提升学科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
　　——陈时见教授 西南大学　　　　本书是比较教育学科前沿性的研究成果。
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学科学术活动的关键功能为逻辑线索，从历史的维度系统地研
究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知识的现状、生存状况以及发展进步。
该研究既需要深厚的哲学功底，同时因其前沿性，故而需要研究者拥有巨大的勇气，别出心裁地出示
个人独特的见解。
该课题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颇具学术创新性，而其研究过程展示了田小红博士踏出了一场艰苦而卓越
的智力探险之路。
　　——周志发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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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的境遇：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生态》学术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行为，它既以自然、
社会和人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自身也处在一个生存的网络之中。
科学的生态学思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整体地、辩证地把握研究对象，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对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生态研究，使学者能够超越自身学科体系的局限解决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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