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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学的“理论一实践”观》是程亮同志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
它试图从实践哲学的立场，沿着教育学史的脉络和知识分类的框架，重新考察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
应该说，这是一本有一定问题意识，有一定历史视野，有一定学术观点的著作。
从论文到书稿，我曾前后翻阅过三遍。
　　学教育学、教教育学和编教育学，“阴晴圆缺”六十年于兹，葆奎也可以算是一个老教育学工作
者了。
然而，也只是、也只能是一个老教育学工作者而已。
在这个“熙来攘往”的年代，颇有一些自鉴和期待。
　　我相信，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不会有教育理论的真创新，就不会有教育学术的
真进展。
真伪不可不辨。
　　我相信，没有“统新故”、“苞中外”的教育理论，是肌肤不实、筋骨不足的。
岂能“负大舟”、“负大翼”？
　　我相信，没有对其他学科的“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就不会有教育学的蓬勃生机。
“熔裁吸纳”则兴，“闭关锁国”则衰。
　　我相信，教育理论归根结蒂来说，是来源于教育实践的，又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
而另一方面，教育理论又不能满足于只跟踪教育实践的“脚步”，忘记了自己审视的、批判的本质这
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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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学的“理论.实践”观》主要向我们讲述了教育学的学科发展。
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是教育基本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关系到教育学的体系建构，而且关系到教育学的自我意识，关系到教育学发
展动力的探寻，关系到教育学发展趋向的把握。
正是由于其在教育学理论发展中地位的特殊与重要，近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受国内外教育学者高度重
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一直有着关注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学术传统。
20多年前，当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研究生时，导师瞿葆奎教授在授课时就提出了一个当时
在我们看来很玄思的问题——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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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亮，（1979-），安徽岳西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博士。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合作著、编
、译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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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一、教育学的知识多样性（一）“教育学”的概念演化（二）教育学的知识系谱（三）教育学的
知识分类（四）本书的分类架构二、“科学”取向与“技术”实践（一）教育学的“科学化”（二）
教育学的“技术”追求（三）教育学中的R＆D模式（四）教育技术理论的构造（五）教育学的“技术
”实践观三、“艺术”取向与“规范”实践（一）“科学”与“艺术”的对峙（二）从“艺术”到“
实践教育学”（三）教育规则的建构方式（四）教育学的“规范”实践观四、“实践”取向与“德性
”实践（一）从赫尔巴特到杜威：实践理性的萌生（二）“知怎样”与教育知识的拓展（三）“实践
智慧”与教育知识的改造（四）教育学的“德性”实践观五、“诠释”取向与“理解”实践（一）教
育学作为精神科学（二）诠释学教育学的勃兴（三）哲学诠释学与诠释性教育（四）教育学的“理解
”实践观六、“批判”取向与“政治”实践（一）实证、诠释与批判（二）批判教育理论的纷呈（三
）教育学的“政治”实践观七、教育学的“实践”趋向（一）从“致知”走向“致行”（二）从“技
术性实践”走向“反思性实践”（三）从“公共知识”走向“个人知识”（四）从“学科殖民化”走
向“实践的综合”结语主要参考书目附录教育学：科学抑或艺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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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教育学的知识多样性　　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知识体系?假如它是纯粹而单一的知识体系，那
么它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也就不会这般复杂了，更没有必要“摆开架势”讨论教育学的“实践”方式问
题。
为了对这一问题做出公允的回答，这里拟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勾勒的是教育学的概念演化及其
蕴涵的知识多样性问题；接着，分别从教育学史的角度和知识分类的层面，阐明教育学在知识建构上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后，在综合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我们关于教育学的分类架构。
　　（一）“教育学”的概念演化　　在教育学史上，教育知识体系的称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
着教育的发展、知识的增长、方法的演进，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明确把教育知识作为一种独特的类型列入人类知识体系，也许可以追溯到近代科学的鼻祖培根
（Bacon，F．）那里。
在《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培根绘制了近代学术的“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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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学的“理论.实践”观》是程亮同志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
它试图从实践哲学的立场，沿着教育学史的脉络和知识分类的框架，重新考察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
应该说，这是一本有一定问题意识，有一定历史视野，有一定学术观点的著作。
从论文到书稿，我曾前后翻阅过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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