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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张香兰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稍事修改而出版的。
　　现代教育无疑在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效率等方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起到过并且正在起着
巨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它在诸多方面也受到人们的责难和批评，对现代教育的审视可以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老话题。
从上个世纪开始，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就有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
批判，取得了一些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如何通过教育的具体表象，揭示出现代教育弊端的根源，进而挖掘出影响教育改革的关键因素，就
必须另辟蹊径。
　　本书作者以考察影响教育改革成败的根源性因素为突破口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
她发现，若要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教育的一系列病症问题，就必须从教育的思维方式上进行革新性的转
变，并要考察如何在新的思维方式中，建构一种新的教育理论框架。
作者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尝试，表现出其作为一个教育理论研究者所应该具有的一定的理论勇气和
独特的批判眼光。
　　本书以影响教育改革的“阿基米德点”——教育的思维方式为切入点，在全面审视现代教育“科
学化”特征的基础上，指出现代教育即是实体思维方式下的教育，提出“变革现代教育也即变革实体
思维”的命题。
进而，将过程哲学作为新的哲学基础，运用过程思维，对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探索，对教
育存在、教育目的、教育的内涵、教育过程等诸因素都给出了“过程”式的阐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
“过程”视野中的教育图景。
作者在对现代教育的批判和对过程教育理论的建构上，有着可取的观点、立场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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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教育思维的转向：从实体到过程》以影响教育改革的“阿基米德点”——教育的思维方式
为切人点，在全面审视现代教育“科学化”特征的基础上，指出现代教育即是实体思维方式下的教育
，提出“变革现代教育也即变革实体思维”的命题。
《现代教育思维的转向：从实体到过程》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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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香兰，1969年生，山东金乡人，教育学博士。
学士、硕士、博士阶段就读丁山东师范大学，现任鲁东大学心理与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在《课程·教材·教法》、《中国
教育学刊》、《高等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已主持完成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项目和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办重点项目各一项，现主持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青年课题一项。
曾获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奖二等奖、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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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实体思维促成的现代科学概念系统　　依照西方哲学家梯利的解释，所谓科学“就是对现象
进行分析，归纳和解释。
”①梯利对科学的理解是从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角度进行的。
影响近现代各学科发展的恰恰是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科学思想和方法产生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实体思维。
从过程思维视域来看，在实体思维中产生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主要包括“简单位置”概念、实体和属性
的范畴以及物性世界观和机械论世界观。
　　（一）“简单位置”概念　　实体思维使人们相信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东西都是独立自足的，不依
赖于其他存在物，也就是说，它在宇宙中具有某种边界，存在于某个时——空之中，它的位置就在它
本身所在的地方，它存在于一个肯定的有限区域中和一段肯定的有限时间里，完全不涉及该存在物跟
其他空间区域及其他时间延续的关系。
这就是怀特海所谓“简单位置”概念②。
怀特海对“简单位置”的解释是“质料的一个主要的特性和许多次要特性”③。
当把简单位置视为质料的一个主要特性时，这里的质料与空问和时间具有同样的关系。
质料与空间和时间具有同样的关系是指质料在时间中可以说“在这一点”，在空间中也同样可以说“
在这一点”，在时——空中还可以说“在这一点”，它们的意义完全是肯定的，不需要其他区域加以
说明。
　　过程哲学认为这种“简单位置”的思维方式，割裂了存在物与其他存在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头
脑敏锐的科学家依靠推理和演绎可以发现存在物的确定事实及它们之间外部和偶然的联系，却忽略了
存在物之问隐蔽的内在联系，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具有“简单位置”这
种特性。
“简单位置”的概念划定了一个认识区域或边界，使人的思想可以集中在限界和关系都很明确而又肯
定的事物上，这样思想者很容易就能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现事实有各种关系的结论来，如果这种演绎
没有脱离经验的话，就会得到科学真理，这样思想家就会坚持认为这一套抽象思想方法在认识自然界
时是绝对有效的，他们因此也就被束缚在其中。
　　当我们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抽象概念上时，不论这些概念的基础如何好，由于这种思想方法本身的
局限，我们就会把现实中别的东西（尤其是隐蔽的东西）给抽绎掉。
如果恰巧被抽绎掉的东西又是经验中重要的东西，这时，简单位置的方法就会失去效力。
　　（二）实体与属性的范畴　　在过程哲学的视野中，实体思维不仅形成“简单位置”的概念系统
，而且形成一个固定的实体与属性的范畴。
这种思维使我们相信某个实体必定具有某些属性，而且这些属性是有等级的，洛克认为质量是实体的
第一属性，也是实体的基本属性，心灵对自然界的感知是第二属性。
这样“简单位置”的概念与实体和属性的范畴就成为人们思考事物的一般方式，甚至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无法离开的思维方式。
它们所形成的概念系统对科学研究的组织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这个概念系统统治和控制了之后的科学研究的组织，事实上直至今天它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这种概念是不可信的，因为它由高度抽象的概念构成。
只有我们在把抽象的概念误认为具体实在时，才会产生这样的谬论，这就是怀特海谓之的“具体性误
置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以抽象的概念或理论去解释具体的事情或将
抽象的概念当做具体的事实。
“具体性误置的谬误”是怀特海在论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依照台湾学者杨士毅
先生的解释即是：（1）以抽象的概念或理论去解释具体的事情，或以更抽象地去解释更具体的；（2
）把抽象的概念看做是具体的真实①。
怀特海起初使用这个概念意在揭示自然科学的弊端，他认为自然科学用高度抽象的理论去解释世界，
实际上不是对自然世界全面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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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具体”，是指由人们直接经验到的事实，无需思考；具体事实是整体性的，不是分割、孤立的
。
而“抽象”是超越于现实事物的特殊存在，但又不是脱离开实际事物的存在，它仍存在于具体之中。
抽象与具体不可分割，但又不能等同。
科学理论包含了抽象的概念和概括的理论系统，这些理论是整体、真实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内存于
整体具体的真实之中，但不能涵盖全部自然。
自然世界是丰富的、具体的，自然科学却用抽象的符号和公式代替丰富具体的真实，在解释世界时遗
漏大量具体事实，因此用科学理论解释世界，就是用抽象解释具体，不可能会对自然有客观全面的认
识。
这就是“具体性误置的谬误”。
　　但我们如果只满足于在这种概念下观察自然，我们的思想能具体到什么程度呢？
在怀特海看来，这种抽象只是提供了实际事物的简化状态，抛却了大量具体细节，只留下高度抽象的
部分。
“当我们验证这些简化状态的基本要素时，就会发现它们只能作为精心推论的和高度抽象的逻辑结构
才能存在。
当然，从个体心理来看，我们只要粗略地把看来无关紧要的细节抛开不谈就能得到这些观念。
但当我们试图为这种抛开细节的做法找得根据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样虽然留下了一些实有，正好与我
们所讨论的实有符合，但它们都是高度抽象的。
”①　　（三）物性世界观　　从16世纪到19世纪以来，以物理学为核心的世界观成为全社会通行的
一般思维方式，这就是物性世界观，它所关注的焦点即是从宇宙在自然法则的运动中了解宇宙的秩序
。
人类必须了解并顺应、利用这些自然法则才能获得幸福。
这种观念构成了整个现代思想体系。
物性世界观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宇宙是物质的宇宙。
这个物质宇宙可以通过科学原理来理解和预测。
物性世界观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文化状况，科学理性使人类能够征服自然，从中看到了人类自身在物
质领域的全面胜利。
物性世界观不关心人类的命运和痛苦，物质强制的心灵处于沙漠之中。
　　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物性世界观的形成，也强化了实体思想。
“从实验的或科学的研究成果出发，具有唯物倾向的形而上学家的结论是：存在的一切事物基本是物
质的。
然而这是以科学数据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假设。
关于现实存在的理论，现在比以往更倾向于唯物主义，因为关于物质实在的科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并提出了那种在统计上有更多可靠数据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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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教育思维的转向：从实体到过程》作者以考察影响教育改革成败的根源性因素为突破口进
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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