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望教育基础理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回望教育基础理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3089390

10位ISBN编号：730308939X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桂生

页数：3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望教育基础理论>>

内容概要

　　收入《当代中国教育家文库（陈桂生卷）·回望教育基础理论：教育的再认识》中的文章，大体
上未越出“教育基础理论”范围。
其中至少一半文章，属于作者对教育问题的再认识。
由于作者的教育理论研究起步甚晚，晚到临近花甲之年才出手；起点甚低，低在初期作品，近于“教
育知识的整合”，而非实实在在的“教育问题研究”。
故每出一本书，都有“遗憾的艺术”之憾。
正是作者遭遇教育学的这种经历，使得作者心里不踏实，不由得不对原有见解不断再认识。
这种“再认识”，不是对别人作品的再批判，而是对作者原有认识的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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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桂生，1933年生，江苏省高邮市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著有《教育原理》《学校
教育原理》《教育学的构建》《教育实话》《师道实话》《学校管理实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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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教育学的再认识“教育学”辩1．教育学“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缘由2．能以一般科学的标准衡量
教育学吗3．怎样看待非教育专业人士的教育言论4．从以教育学为职业到以它为事业教育学的建构—
—我的“教育学信条”1．重建作为基础理论的教育学2．“回到基础”3．确认教育学姓“教”4．基
于教育“整体”观念整合教育子学科知识5．建立教育“形式概念”框架，表述教育结构的一般性质
和教育演变的逻辑6．兼用历史的、逻辑的、价值的分析7．基于教育理论成分四重划分象限图式的假
设，确定作为基础理论的“教育学”的性质8．确认作为基础理论的教育学意义的有限性9．“教育研
究”与“教育学研究”（元教育学）并举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研究取向1．教育科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理
论之间的逻辑鸿沟2．关于建构教育科学理论的可能性和如何使教育实践理论具有科学依据3．中国的
“教育学现象”新课程改革对教育学的呼唤1．从“课程”概念的演变谈起2．传统教育学与现代课程
取向的冲突3．教育学对现代课程改革的应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逻辑鸿沟1．现代自然科学跨
越理论与实践之间鸿沟的先例2．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错位3．隐性的鸿沟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关系的再认识1．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认识的过程2．现行教育学逻辑同实践逻辑的距离3．
教育理论对实践“指导”的含义我国目前教育言论与行动脱节的现象1．如今学校面临言行一致的难
题2．关注教育的常识、常理、常规与常情中篇 教育基础理论问题的再认识下篇 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问
题附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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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班级组织演变中的问题　　何谓“班级”？
或许由于它是学校中常见的组织形式，人们不言而喻，也就不加考究，然而，一旦在文章著作、词典
中作出界说，“班级”观念的分歧也就自然地表露出来。
如“班级是学校教导工作的基本单位”，“班级指的是为了实现学校教育目的而持续组织的学生单位
指导集体”，“班级是以完成学校教育任务为共同目标的学生共同体”，等等。
由于每个班级大都配备班主任，而在我国已把“班主任工作”纳入“德育工作”范畴，班级遂又成为
“实施德育”的基本组织。
　　不过，人们一般并不觉得这些表述有何不妥，也不觉得其中存在什么分歧。
这是由于如今的班级已经成为几种不同性质的组织的叠合体，人们也就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观察“
班级组织”问题，分别把它视为“教学组织”、“教育（德育）组织”、“学校行政的基层组织”、
“学生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群体）”，等等，并把它纳入不同的组织系统之中。
　　尽管班级组织具有多重属性，由于在学校中由班主任专门承担班级组织的管理与指导，也就自然
地把班级工作归结为“班主任工作”。
虽然在“班主任工作”中也包括“班集体”的建立与指导，但在实际工作中，班集体作为学生自我教
育、自主管理与监督组织的功能日趋淡化。
同时，由于有专职班主任的设置，又把班主任算是“德育工作者”，从而在无形中解脱了任课教师对
学生全面关心的责任。
　　我国教育研究顺应上述趋势，或把“班级组织”的研究纳入“班主任工作研究”领域，或从社会
学角度研究“学生群体”问题，都不无建树。
只是诸如此类的研究，同“班级组织”所由产生的教一学制度脱节，也就把现行“班级编制”作为不
加触及的前提，以致通过这种研究提出的建议，大都属于治标之见，难得触动现任“班级组织”实际
存在的根本问题。
　　鉴于我国班级组织工作虽然投入了大量人力，耗费了不少精力，而成效并不显著，且在学生自我
教育、自主管理与监督，以及班级所有任课教师对班级工作的参与等根本问题，反而呈现比以往倒退
的迹象，故有必要把“班级组织”作为问题领域，对它进行综合研究。
　　1.作为“教—学组织”的班级　　班级组织原是单一的“教学组织”，它同时又是带有“教育性
”的组织，在教育演变的一定阶段，又把它作为学生自我教育、自主管理与监督的组织，称为“班集
体”，或“学生自治组织”，就班级与学校行政的关系来说，它是学生管理中的基层组织，由班主任
（或称“级任教师”）负责班级管理与指导。
在中国，班级还是共青团支部、少年先锋队中队日常活动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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