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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百年前，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曾经说过：“人不过是根芦苇，是自
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棵能思考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
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
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加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
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
”①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在于思想。
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
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便是道德的原则。
”①　　帕斯卡尔在这里讲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他告诉我们，人与包括动物在内的所有自然物的本
质区别，就在于人具有思维的功能，有其思维的产物——思想，而这正是人的力量所在、人的价值所
在，并且是人的尊严所在。
　　帕斯卡尔一生体弱多病，只活了39岁，但在身后却给自己留下了高耸人云的纪念碑——他的《思
想录》给无数人带来心灵的慰藉。
　　我认为，我们如果赞同帕斯卡尔以上的观点，那么，我们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应当很自
然地想到以下几点。
　　第一，把思维作为对象和科学问题来研究具有客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第二，要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学术创新，除需一定的外部条件，诸如自由而宽松的政治文化氛
围、必要的经济支持、健全的信息资料以及学者要保持内心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等之外，还要取决于
学者本人思维的素质与能力。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头脑起决定作用，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某人是块搞科研的料，而有
些人则终非其才。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人们也常为诸多不尽如人意阻碍学术创新的现实状况而
慨叹，为诸多“泡沫学术”和“垃圾学术”而惊心，在这里固然可以找到其产生的思想理念及制度上
的原因，如“计划学术”和“全民学术”。
但研究者素质的低劣和思维能力的平庸、弱化，也不能不说是主要的原因所在，不然他又何必去搞那
一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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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思维论》对教育思维的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研究教育思维，可以提高人类教育认识的意识水平；可以深化人们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关系的理解
；可以为教育研究者的个人创造和教育学科建设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教育理论在20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伴随着教育理论自身的发展及影响力的加大，人们对于教育理论自身的思考也逐渐自觉、系统和深刻
了起来，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关系也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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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教育思维的界定　　要明确教育思维的概念，我们必须给教育思维一个界定，揭示出它的
特殊的内涵。
既然我们要探讨关于教育的思想的内容，就需要先弄清楚人类对教育的思考在什么范围内进行。
思考是围绕问题展开的。
人们都思考教育的什么问题呢？
由于教育是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因而，怎样理解教育（教育是什么），怎样做教育（或教育应
怎样做），自然成为教育思维的基本内容。
对于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教育观；对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教育的做法，不过
，这里的做法不是操作层面的技术，一般具有方法论意义。
假如关于怎样做教育的回答能建立在明确的教育观基础之上，教育思维也就出现了。
而且，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教育思维是一定的教育观及其支配下的教育操作思路的总和。
　　但对教育思维作如此理解还是不充分的，我们还需要追问：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联结？
谁可能是拥有教育思维的主体？
为了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来考察一下教育事业的两大参与者，即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
。
教育理论工作者是创造教育理论的人，按照科学主义的原则，教育理论中不应包含有个人的、价值的
成分。
然而，几乎没有一种教育理论不带有创造者个人的色彩。
教育的人文性质和实践性质，决定了思考它的人必须亲身参与、体验才会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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