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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思维方式转向之透视研究：从实体性思维到生成性思维》以中国传统的老子生成哲学思想
为基本原则，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生成”为主要视角，并采用以实体性哲学思维与生
成性哲学思维相对照的基本方式，为解读教育提供两个参照系或两种透视方式。
研究方法是以实体性和生成性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结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学科与其他学
科相结合的方法，特别是通过本体论的透视方法和思维分类方法相结合的方法，以期通过以广度达到
深度的途径对现代教育的性质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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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中国的山水画非常讲究布局，特别是空白的运用。
可以说，空白在这里影响甚至决定着一幅画的成功与否。
这也就启示我们：未必实在的东西才有价值。
看不见的东西有时也有着意想不到的奇妙。
联系到人的发展，也可以启示我们，那些关于人的发展现状都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最重要的。
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挖掘其潜力，重视其未来，而未来是不可限量的，即所谓的“风物长宜放眼量”。
中国古代的名言“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
而重视未来也就是要重视想象的价值，而不只是现实，因为“人类只有通过想像才能领略未来世界的
模样”。
特别是在教育之中，决不能用对待客观物质的观点来看待教育，而要看到其未来性，看到其潜能的转
化。
　　其实许多伟人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伟大的哲学家康德也认为，“教育艺术的一个原理⋯⋯就是：孩子们应该不是以人类的当前状况，而
是以人类将来可能的更佳状况，即合乎人性的理念及其完整规定——为准进行教育”。
并认为好的教育是这样的：“被放进人之内的那些萌芽，必须得到更大的发展”。
康德的观点已经类似于杜威的教育生长说了。
伟大的教育家蒙台梭利更是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讴歌儿童的未来：“由于儿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就像
他是人类的创造者一样也完全能够成为人类的改造者。
儿童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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