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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基本问题专论》对教育的若干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题性的探索思考，概要
阐述了作者的一些基本认识。
重点研究了教育本质问题、课程问题、道德教育、教师教育、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与差异教育等六
个专题。
同时，附录部分还简要探讨了其他教育热点问题，包括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学前教育、教育先行和
教育与消费等问题。
本书力求既能丰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成果，启发研究者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又能对教育实践
具有一定指导价值，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本书不仅适用于广大从事教育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也适用于教育专业研究人员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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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彦文，1972年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先后获得教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等。
先后发表论文70余篇，著有《高等职业教育原理与教学研究》、《现代教师研究》，主编或合作编著
《现代教育学教程》、《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学》等教材多部。
先后主持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课题、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课题、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等多项纵向课题研究。
荣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著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并获得北京市
属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人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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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历史的分析——通过历史来归纳什么是教育　　教育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沉淀和缩影，也可
以说，一部教育史就是人的潜能不断获得尊重和激发的历史，也是人的个性不断获得自由与解放的历
史，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与提升的历史。
依靠教育，人类历史得以延续和发展；分析历史，教育本质得以彰显。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分析教育的历史时，以两个简单的视角开始，即一个是“我一他”型教育
，另一个是“我一我”型教育。
可以认为，教育是人与自身及与他人进行精神交往的重要方式，是其他活动的根本基础。
概言之，教育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与发展的基础。
人的精神交往不外乎两种途径：“我一他”型和-“我一我”型。
具体到教育领域，则分别表现为“我一我”型教育和“我一他”型教育。
“我一我”型教育就是自我教育，是个体作为主体，通过与外在客体（如文化载体等，不包括与人的
直接交往）及自我主体进行的思想的交流、沟通和超越，以个体内心吸纳、体验、反思等内化方式为
主。
“我-他”型教育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一个主
体和另一个主体间所直接发生的思想的交流、沟通和超越，以相互影响、共同建构等内化与外化相结
合的方式发生作用。
　　1.“我-他”型教育　　在正式的学校教育产生、存在以前，就有了人类及个人的一般教育活动。
在较早的时候人们或者通过动作，或者通过语言（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或者通过某些只能意会不
能言传的心灵感应等方式传递着经验信息、知识信息①，从而起到教育的作用。
从人类整体发展角度看，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积累、丰富着生产、生活“经验”，它逐渐脱离
了某个人而存在，独立于人的头脑之外，成为“类”的特征。
人们要想使社会得到延续发展，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方式，把“类”的特征不断传承于后代。
教育应需而生。
而“经验”就成为人的获得性才能得以发展的源泉。
可见，人类的教育活动应该源于“人（猿人）”成为人后，一部分生存“意识”较强的人意识到社会
生活规则和经验及劳动工具等的重要作用，然后把社会生活规则和经验及劳动1具的制造及使用方法
教授给其他人，从而对他们的生活和生产产生影响，这是人类教育的开端。
从个体生长的角度看，不可否认，人是以脆弱和无知的面貌来到人世的，但恰恰这种缺点（有人称之
为“未特定化”）为人的后天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时间，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成人（父
母）对婴幼儿的身体语言及口头语言等的传递和性格熏陶等是个体教育的起点。
教育对个体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一个人融入社会、自立于社会的必备品。
人类教育和个体教育的发端，都清楚地表明教育要解决的首要的直接问题，是人与人（人类）之间的
知识、技能等的差异问题。
进一步说，教育就是主体（个体）的经验的积累、技能的增进，从而使各类素质不断提高，也从而不
断缩小与他人（人类整体）差距，甚至超越他人（人类整体）的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人类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及强烈的现实需要的统一，是教育发生的必然。
如果仅有文化而无需要，教育则无“发展动力”；同样，如果仅有需要，而无文化，教育则成为“无
米之炊”。
可以说，文化及其需要共同催生了教育。
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历史上不同时期“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差异巨大的原因。
为什么教育只有在今天，才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原始社会，没有学校教育，这与人通过自然生长而很容易达到整体（人类）发展水平有必然联系（
我们往往认为生产力不发达所决定的，其实，这应该直接决定于文化，间接决定于生产力）。
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创造的文化不能说不丰富，直至今日，我们仍津津乐道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仍受儒家等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但这些文化并没有成为当时所有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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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的“财富”，这缘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没有提出使所有人都进步和发
展的需要。
只有随着社会不断变迁，生产不断发展，社会才有可能对所有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时候，面向大众的普遍的教育应运而生。
这就意味着教育活动存在与否，最终决定于生产发展的程度及需要。
而其中反映的矛盾就是人的发展水平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文化的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教育要解决的直接问题是文化差异问题，而间接问题是生产及生活需要问题。
　　同时，关于文化差异问题是教育要解决的首要的直接问题的解释，也可以有利于我们理解这样的
命题，即“即使在生产力相对一致的同一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间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类型及层次
的教育”的论断，这是因为，各国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根据首先是各自的文化类型和层次，其次才是其
背后的生产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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