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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
教育始于交往，交往是教育的存在方式，没有交往，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交往不仅仅存在于课堂，更存在于学校教育的每一处、每一时；交往不仅仅表现在表面上的“你来我
往”，更意味着平等对话、合作意义建构；交往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过程，更关涉到主体间的双向
理解与生成；交往不仅仅是一个教学范畴，它与学校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体制运行等有着更为密
切的关系。
因此，如能将交往理念、精神扩展到包括行政决策、教师管理、学生培养、文化建设等各项学校活动
之中，构建起交往型学校，那么，对于学校教育与管理来讲将是一次深刻的变革。
　　交往型学校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把握，是对传统教育范式的深刻反思，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深
刻体现，是对教育范式的本质回归。
交往型学校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如胡塞尔的“交互主体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雅斯
贝尔斯的“交往教育理论”等都为交往型学校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哲学意义上的交往源于现实世界又高于现实世界，它更强调交往双方的主体性、平等性、合作性，强
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强调交往主体双方的理解、合作、互融等，而这些对学校教育与管理
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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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往型学校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把握，是对传统教育范式的深刻反思，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深
刻体现，是对教育范式的本质回归。
交往型学校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如胡塞尔的“交互主体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雅斯
贝尔斯的“交往教育理论”等都为交往型学校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哲学意义上的交往源于现实世界又高于现实世界，它更强调交往双方的主体性、平等性、合作性，强
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强调交往主体双方的理解、合作、互融等，而这些对学校教育与管理
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何构建交往型学校，发挥交往机制在现代学校教育、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学校教育与管理
研究的一个全新课题。
对于这一课题，《交往型学校概论》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对交往教育机制、交往管理机制、交往德
育机制、交往目标机制、交往规范机制、交往文化机制等学校运行的主要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阐述
，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从交往型学校视角对新时期高校稳
定进行了思考，构建起了“六位一体”的新时期高校稳定机制，希望《交往型学校概论》的研究与探
讨能够对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以及新时期高校稳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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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交往研究　　第一节交往概述　　交往，与人类相伴而生、相伴前行，它是一个关涉到人
类生存与发展、社会演变与进步的根本性问题。
从古至今，人类的一切活动和行为——个人的衣、食、住、用、行，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尽管随着技术理性的日益昌明、科技手段的不断革新、社会变革的逐步推进，人类交往的方式和手段
日新月异，效果、效率也明显提高，但是交往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这一属性却始终如
一、亘古未变。
　　一、交往的内涵分析　　交往来自于拉丁语的Communis，最初是指共同的、通常的意思，后来
人们把它理解为分享思想与感觉，交流情感、观念、信息等。
交往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德文对应的单词是Kommunication和Verstandingung，它除了有交往的含
义之外，还有信息传播、交流、交换、交通、通讯、联络等多层含义。
根据1968年版．《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定义，“交往”可以指动物的、心灵的。
认知的、语言的、宣传的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等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是verkehr，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关于“
交往”的注释所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hr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
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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