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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论主张知识需要经过确证，是确证了的真信念。
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的确证不是完全由内在的因素所决定。
由于知识的某些方面能从认识以外的因素中产生出来，事实上知识就有一个存在基础即社会，知识与
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即知识具有社会性。
这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产生，而且表明知识的传播、扩散和运用也与社会关联在一起，受到社会的影响
。
教育知识运作即教育知识运转、发挥影响、起到规训作用的过程。
在教育与课程领域中，知识虽然处于中心地位，但肯定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必然也与社会因
素相关联。
由于规训的对象是人，而人是在空间中、时间中、活动中的结构性存在，教育知识运作就会与空间、
时间、活动及结构等社会情境因素存在一定的关系。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空间分配的封闭性及空间的无限扩展性、可解析性和有益性等为运作
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场所；活动的时间性控制、对象性控制和程序性控制为运作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活动
中介；自然型的学年制和社会型的学分制时间积累为运作提供了一定的时间存在形式；量的和质的结
构编排则为运作提供了适宜的内在结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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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创新特征显著的书，既有微观知识政治哲学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创新，又有教育知识运作的微
观权力结构与控制机制原理的观点创新!论文在清晰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背景中，寻找并建构起了微
观．知识政治哲学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在已有“知识一权力”理论基础上，深入到教育知识的微观权
力结构与控制机制层面，提炼出了独特的逻辑分析框架，这就是在“空间”“活动”“时间”与“结
构”四个维度，建立起了教育知识运作的权力规训原理，开辟了“历史一立体式”的分析途径，包括
通过空间分配达至对人的身体定位，通过活动控制达至对人的行为规定，通过时间积累达至对人的身
体操练，通过结构编排达至对人的力量重组等。
这样的创新和建构，也许对建立和发展教育知识微观政治哲学和教育知识微观政治学，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路径和奠基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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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以前，我国主要向西方学习，受美国教育制度和课程思想影响较大，课程研究活动比较多
，有关知识来源方面的研究占据教育知识研究的主导地位。
建国后，在全盘“苏化”的浪潮下，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完全照搬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形成以苏联
教育为模式的教育制度和课程体系，取消课程论，只有教学论。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期，我国仍未完全摆脱“苏
化”的影响，教育领域仍受到凯洛夫教育理论的影响，只有教学论，课程论归属于教学论之中，表现
为有关研究普遍集中在教学方面，课程领域较少涉及，课程概念狭窄，等同于“教学”，有关教学过
程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这表明在此阶段，教育知识的获得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被逐步引进和吸
收，比较广义的课程概念替代狭义的界定，专门的课程研究也出现了，课程研究活动异常活跃，成果
日益丰富。
此时，“教什么”的问题比“怎么教”的问题更具有优先性，从而知识的来源问题、选择问题日益显
出其重要性的一面。
今后，随着课程论与教学论日益融合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知识的来源与获得问题必将呈现一体化的
趋势。
谈知识的来源必须要涉及知识的获得，讲知识的获得也必须探究知识的来源，二者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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