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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洛森克兰兹的《教育学的体系》一书的出版（1848年）算起，教育哲学的历史已经一百五十多
年了。
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相对来说则晚了许多，从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开始算起，迄今不足百年，而
且中间还中断了一段时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重建教育哲学。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
　　1980年，我国在高等院校中重开教育哲学课。
为适应教学的需要，以前曾长期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和教学的老一辈学者率先进行教育哲学的研究，积
极开展我国教育哲学的重建工作。
尤其令人可喜的是，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一部分中青年同志和哲学工作者也参加进来，这不仅给
我们的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也使教育与哲学的结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因教学而研究，教学又为研究培养后备力量。
正是在教学和研究的良性互动中我国的教育哲学逐步前进，体系不断更新，研究的问题领域不断扩展
，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前出版的教育哲学专著已有几十本之多，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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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个时代之所以能用“变革”来命名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化，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剧烈变化
超出了人们从容适应变化的速度，时代的变化已经全面挑战了人们自身及其参与的实践活动。
师生以及他们参与的交往实践也不例外，变革时代的全面挑战已经开始让很多师生在交往中措手不及
了。
 　　师生交往活动是一种微观政治活动，微观政治性是师生交往的基本属性，所以从微观政治学视角
对师生交往进行理解是深入理解师生交往的基本要求。
复杂性研究范式坚持把多样性、情境性、个体性、差异性、自主性等理念纳入到对师生交往的认识中
，以此来深入到师生交往实践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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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符号的深层成分是意义，即索绪尔所谓的所指。
对语言符号来说，这种意义就是作为概念的认识。
而对于其他符号来说，意义既可以是理性的认识、也可以是思想上的观念抑或是一种情感。
同样，由于意义作为一种思维片断是切分出来的，所以一个符号对应的思维片断也是一个“内容系统
平面”中的一个构成，这个系统是一个由包含这个片断在内的多个思维片断共同组合而成的系统。
从生成或运用符号的思维活动来看，个体要对思维片断进行编码，他首先需要对一个连续或整体的思
维进行分割，然后根据差异的原则把这个思维片断与其他部分对立起来，从而把这个连续体切分成一
个根据差异关系而相互联系的系统。
符号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联结是通过编码过程来进行的，所谓编码过程其实也就是制定一定的规则
，从而把两个层次的成分以及两种成分所在的两个系统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上述关于符号成分的观点都与符号学家艾柯对符号构成的分析是一致的。
艾柯认为“当一个编码把指代系统中的成分分配到被指代系统中的成分之上时，前者就成了后者的表
达，而后者则成了前者的内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符号总是传统上与一个内容系统平面成
分相联系的一个表达系统平面成分”①。
　　在师生交往实践中，师生用来进行交往的符号其实都可以划分成这两种成分，而通过每种成分又
可以找出这个成分所在的系统。
当老师说“当需要让大家一起朗读时，我会做这样的手势；当需要大家自己默读时，我会做那样的手
势⋯⋯”时，表示一起朗读的手势与表示默读的手势以及其他手势都是有差别的，正是这种差别把关
于手势的连续体组合成一个由多种手势构成的系统。
同时，一起朗读、默读或其他读书活动也是有差别的，也正是这种差别把关于读书活动认识的连续体
划分成不同的意义片断，而这些意义片断之间又通过对立差异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当老师做出这个编码时，手势系统的成分就与意义系统的成分联系在一起了，它们最终构成了老师在
与学生的交往中所使用的一系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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