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碎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育碎思>>

13位ISBN编号：9787561740057

10位ISBN编号：7561740050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金洲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碎思>>

内容概要

　　“苏联的教育学是处方式的教育学，而美国的教育学则是药理式的教育学。
一张处方，无论多么灵验，也不能包医百病，只有熟谙处方背后的药理，方能以不变应万变。
”这是郑金洲在其新著《教育碎思》中《教育学本土化的追求》一文中的一个比喻。
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郑金洲教授的书，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种教育学的熏陶。
　　对于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来说，教育学是枯燥的，然而《教育碎思》却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
教育理论不能对教育实践起指导作用，不能被一线教师接受，在郑金洲看来，主要是因为教育“理论
本身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能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一定的平衡机制。
”因此，“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　　郑金洲便是这么做的。
《教育碎思》谈了很多教育方面的问题，其中不乏教育学理论，但讨论更多的是教育实践、教育现象
。
诸如“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课堂教学”、“校本课程”、“校本培训”、“校园暴力”、
“师生交往”、“案例教学”、“课程改革”、“教学科研”等等，都是广大中小学教师耳熟能详的
话题。
作为一名年轻的师范大学的博导，郑金洲坚持到中小学去听课，既显示了一种做学问的方法，更表明
了一种做学问的态度。
难怪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便迅速成为一位在教育理论界著述颇丰、影响颇广的年轻理论家。
　　教育理论家看待教育问题的视角自然与普通教师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同样是听课，在《听课中的观察与记录》一文中，就不啻成了一门学问。
“听课者一般要提前几分钟进课堂”，然后要“观察学生的状态”，“与任课教师攀谈”，“与学生
攀谈”，“选择自己要坐的位置”，并“画出几幅教室课桌椅排列的草图，以备使用”；上课铃声响
过之后，听课者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员特性”、“言语交互作用”、“非言语行为”、“活动”
、“管理”、“教学辅助手段的使用”、“认知水平”、“社会方面”、“情感水平”、“教学材料
的使用”以及“时间”等上面；至于课堂纪录，也是有技巧的，可以选择“实录式”、“叙述式”、
“分类系统式”、“图式记录”等多种方式；下课铃响了，不要急着离开，因为“在课后仍然可以观
察到一些有益的信息，对你理解和认识这堂课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北师大的石中英教授曾经大力呼吁教师要懂一点“教育哲学”。
确实，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素养，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只能在经验的层次徘徊，而永远只是一个“肤
浅的教育工作者”。
《教育碎思》中有很多文章涉及对基本教育概念的分析和阐释，如《何谓“教育观念”》、《何谓“
案例”》、《“素质教育”提法的思索》、《“创新教育”的说法成立吗》、《“校本”是什么》、
《“教育口号”辨析》、《教育现代化的正与悖》等，这些文章不仅让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科学地理解
这些名词，更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
　　在教育理论者努力要跟实践相结合的时候，教育实践者更要积极向理论学习，这样，中国的教育
才有希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碎思>>

作者简介

　　郑金洲，男，1965年生，河北泊头人，教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副主任。
先后从事过基础教育、军事教育、干部教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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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寻绎基本概念何谓“教育观念”何谓“案例”“素质教育”提法的思索“创新教育”的说法成
立吗“校本”是什么“校本”不是什么“校本培训”的意蕴“教育口号”辨析第二辑 追问前提问题“
创新教育”的几个前提性问题“WTO与中国教育”研究中的元问题重新诠释课堂教育观念的演化教育
学术家园的嬗变教育隐喻探源深思教育目的第三辑 透析教育现象诺贝尔奖与我们无缘的教育思考不可
忽视的“校园暴力”“失重”的课堂师生交往有效性的匮乏怎样的教学才是创新精神培养所需要的“
上课插嘴”引起的思考教育现代化的正与悖第四辑 聚焦教育实践建构新型课堂超越课程的一次课程改
革案例教学的功与过对话教学论纲探究式学习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听课中的观察与记录关于课堂中的
提问校本培训的运作程序教师教育变革论纲第五辑 反思教育理论教育理论研究需要加强批判意识教育
理论研究应更多地关注综合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古今中外问题教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教育学
研究的实践取向教育学本土化的追求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困境第六辑 改进教育研究方法中小学教育科研
的误区改进实践：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指向行动研究：教师教育科研的定位从实际中来：研究问题的确
定在过程中生成：研究方案的制定世纪之初中国教育研究的总体特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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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为作者教育随笔的结集。
内容包括：对教育概念和现象的分析、对教育实践和教育科研的思考等。
本书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中小学教育实践有较大的启发。
　　这本书中的随笔写于不同年代，前后“时差”大概也有近二十年。
在一定程度上，一篇随笔就是一段岁月，一种心境，一个梦想，一个故事，甚至一个朋友。
它们已经成了我学术生命的一种写照，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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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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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中小学教育实践有较大的启发。
　　这本书中的随笔写于不同年代，前后“时差”大概也有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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