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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华夏教育学派，分领世界教育潮流。
　　这是在我国教育学人心海萦绕一个多世纪直到近期才发出的声音!一个多世纪前，当我国翻译出第
一本《教育学》时，欣慰中掺杂着苦涩：泱泱大国，几千年文明史，却没有一本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学!
自那时起，就有教育学人矢志于本土教育经验的收集与整理，开始了创立彰显本国教育特点的教育学
理论的征程。
时至今日，我国教育学论坛上各种新的教育理论相继露峥嵘。
　　在当今世界教育(指基础教育)中，昔日为普及教育大力推行的外延式发展早已退居次要地位，引
领风骚的则是以提升教育的情智含量为标准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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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解教育论》介绍了理解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展示了实施理解教育所带来的师生同益
的教育境界。
在科学理解论、人文理解论与实践理解论的指导下，理解教育情境中的师生齐心谱写理解歌，建设理
解室，习练理解操，英活运用21个消除误解策略，不断融合自我理解与相互理解的视界，并通过实施
“反思刨读、多重循环”的教学模型，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理解教育主张提升教师的教育理解力，丰富教师的教育智慧，借助“培育研究”，总结、改造和重塑
教师的教育经验，使教师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得到深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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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理解教育对生活世界的　　辩证态度　在理解教育看来，生活世界给教育世界提供的是福
祸相倚的材料。
因为生活世界有朴实也有奢华，有文明也有野蛮，有创新也有守旧。
对生活世界的积极因素，理解教育采取肯定并大力吸收的态度，而对消极因素则采取抵制或改造的态
度。
　一、吸收生活世界中的有利因素　生活世界是一种处于自在状态的世界。
自在的世界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感情与自然资源等自在因素构成的人的生存的场域。
直观性、自在性、重复性、经验性、朴实性、实用性是其六大特征，这些特征给确定教育内容、选择
教育方法的师生以一定的正面启迪。
　　直观性主要表现在生活世界的事物大多是具体的、可用感官知觉的。
饮食起居、生儿育女、人际交往，无不为生活世界的主体直接感受。
因此胡塞尔说，“如果我们的直观的生活世界完全是主观的，那么整个前科学的和科学以外的涉及日
常存有的真理的意义就被贬低了”①。
由此联想到，处于教育过程中的教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要尽可能发挥直观手段的作
用，同时让学生多观察生活现象。
　　自在性体现出生活世界以给定的规则和归类模式自然而然地展开活动。
如前所述，胡氏强调生活世界是“日常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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