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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共六个部分，基本上是从基本理论研究的视角来思考教育问题，特别是从
教育哲学学科视角来研究教育。
第一部分“教育学史研究”，主要从教育学发展的历史看我国教育研究和教育学发展的道路，试图从
“史”的角度来探寻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建构；第二部分是“教育哲学研究”，除了探究教育哲学学
科建设本身的问题外，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教育研究方法论和有关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上。
第三部分是“教育价值研究”，本部分除了对教育价值基本理论做了较系统的梳理外，主要对当前中
国教育涉及到的价值观问题作了探索；第四、五部分分别是“精神教育研究”和“人文教育研究”，
这两部分可以说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或教育哲学研究的延伸或拓展，主要针对当前教育中存在的功利
化、实用化和工具主义的倾向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倡导当前教育应该加强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和人
文素养的培育，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之于人的发展而言所应该奋力追求的教育真谛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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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坤庆，男，1956年8月生，湖北麻城市人。
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
教授，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华中师范大学教
务处处长。
兼任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教育学研究
会理事长。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多年来，在《教育研究》、《光明日报》、《中匡教育学刊》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40余篇论
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北京大学学报》、台湾《台海两岸》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全文转载。
主要学术著作有《现代教育价值论探寻》（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教育原理》（湖北人
民出版社1996年版）、《现代教育哲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教育学史论纲》（湖
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2002
年版）、《精神与教育——一种教育哲学视角的当代教育反思与建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价值论视角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教育基本理论
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D08年版）。
先后参加和主持国家级、省部级教育科研课题多项。
主要获奖有：1993年获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获
曾宪梓基金全国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三等奖；2000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论文）：2001年获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2004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专著）、中国教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论文）、湖北省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专著）
：2005年获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教育社学优秀科
研成果三等奖（专著）：2008年获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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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教育学史研究关于建立"教育学史"学科的基本构想论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及其方法论启示西方
知识教育价值观的历史考察论康德对教育学的贡献论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方法论特征杜威教育价值观述
评试析教育学科分化的内部矛盾试论现代科学对教育学的影响第二辑　教育哲学研究论现代教育哲学
体系的改造与重构21世纪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前瞻教育研究方法论论纲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人：
哲学与教育学的契合点人性、主体性与主体教育关于人性与教育关系的探讨主体问性：当代主体教育
的价值追求第三辑　教育价值研究教育价值论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育价值研究论教育价值中人的价
值地位论价值、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当代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方法引导选择：让教学成为丰富
的价值世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价值观念更新第四辑　精神教育研究精神教育内涵初探
关于精神教育内涵的再思考西方精神教育思想的历史考察当代西方精神教育研究述评论精神与精神教
育追求崇高完善人格第五辑　人文教育研究论人文主义教育的价值取向新世纪人文主义教育价值观思
考关于素质教育的哲学思考论当前学校文化建设的几个基本途径我国教育学学科原创性缺失的文化解
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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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上述这些饱含教育智慧的著作往往缺乏严密的论证，更没有学究式的理论框架，但那些以诗
化语言为其特征的随笔式教育小说或小说式教育随笔，更使教育家们能够自由发挥其思想。
可以说，假如没有18世纪的教育思想成就，人类后来的教育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二）“哲学一思辨”教育学阶段　　在教育学史上，第一次在大学讲坛讲授教育学并确立其在
大学课程中的学术地位的人，当属德国哲学家康德。
①作为哲学大师，康德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到教育对人生的巨大价值。
“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
②对于教育学，他给予了以前的哲学家所没有过的重视。
然而，作为批判哲学家，康德在其教育学说中根本未含有“批判的活动”，他几乎没有论述“什么是
教育”，而只是立足于“怎样教育”去表达他对身心保育、训练、陶冶诸方面的个人见解和教训。
因此，与其说康德的理论是一种哲学教育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教学的哲学。
比起他的批判哲学来，其教育学远没有达到其哲学上的思维深度和理论上的完善程度，充其量只能说
是第二层次的理论——“教育术”，它属于实践者的行为知识范畴。
　　试图通过理论来影响教育实践并对近代教育学体系的建树具有并创性贡献者，实为赫尔巴特。
作为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职位的继承人，他在众多的教育哲学家中，几乎占据着最高的位置
：集教育家、哲学家于一身。
所以，他对教育问题的看法，不仅仅是他从哲学观点出发所作出的理论性推论，也是他亲身参与教育
实践的经验总结。
他在柯尼斯堡大学创设的实验学校，成为以后大学附设实验学校最早的范例。
他先后发表的《普通教育学》（1806年）和《教育学讲授纲要》（1836年），作为划时代的教育学著
作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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