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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了作者关于教育的近期随笔，内容涉及教师专业发展、教育科研、学校发展、教育研究等方
面。
对教育实践与研究中的一些难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教师教育丛书也逐渐向灌输知识型发展时，这本书的独立思考模式无疑是自主学习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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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金洲，男，河北泊头人。
1965年生，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
出版有《教育通论》、《中国教育学百年》（合著）、《教育文化学》、《教育碎思》、《教师如何
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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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似是而非的教育观念  1.“教育是塑造人的活动”  2.“创新在教育中无处不在”  3.“教育改革是激
进的、革命性的”  4.“学校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5.“知识只有课程化才有影响力”  6.“传
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全部职责”  7.“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首先要有一桶水”  8.“教师与学生可
以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  9.“办法总比问题多”二、教育现象诘问  1.要注意教育中的“反教育”现
象  2.教育改革的不平衡现象值得关注  3.教育界的“双重人格”　4.教育：是替罪羊还是领头羊？
　5.教育中要少一些“运动文化”　6.我们究竟在教给孩子什么？
　7.教育在背后　8.就业市场对基础教育的“倒逼”　9.高考热带来的思考　10.张非事例的教育解读
　11.不容忽视的“教育反哺”　12.“减负”、“普九”等热词隐退说明了什么？
　13.超越课程的一次课程改革三、教师角色转变　1.由实践者转向研究者　2.由管理者转向引导者　3.
由课程实施者转向课程开发者　4.由知识传授者转向知识批判性分析者　5.由教案的执行者转向教学智
慧的创造者　6.作为信息整合者的教师　7.作为文化相对论者的教师　8.作为创意设计师的教师　9.作
为终身学习者的教师　10.作为道德示范者的教师四、教师专业发展五、课堂教学细节六、学校教育科
研七、学校内涵发展八、教育术语辨析九、教育理论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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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不同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所具备的条件，具体确定到底应采用何种
方式来进行改革。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属于革命式的改革，这种改革顺应了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方向，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
甚至在同一领域，有些方面可以采用激进的改革，有些方面则采用相对较为缓和的方式改革，各方面
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允许不同步。
　　从总体上讲，教育改革是适宜于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的。
这是由教育自身的特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
相对于其他社会领域，教育涉及的利益群体众多，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差距甚殊，某一群体赞同的
改革行为，可能恰恰是另一群体所反对的；某些群体认为得当的，另外一些群体则不见得有同样的认
识。
这使得教育改革在很多情况下处在因力量对抗不均衡所造成的此消彼长的状态中。
某一或某些利益群体在某一时间占上风，对教育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形成了教育改革决策，但
并不意味着这种决策可以真正执行下去。
决策过程中认同程度的降低，会使得它在执行层面上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与障碍，不少决策只能在决
策层面上存在，而在执行层面则少有动作。
　　与教育改革相比，其他改革也涉及因素众多，关涉利益群体各异，但是却没有遇到如此多的阻力
。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教育还有一个特性是其他领域较少具备的，那就是教育自身的高度自主性。
任何教育改革都需要落实到具体学校，体现为具体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否则，这种改革就是外在于学
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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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随着叙事的逐步开展，教师们突然意识到，“事”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好“叙”，故事也并不
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容易亲近。
甚至有教师觉得是进入了一个“无底洞”，很难找到前行的路径与方向。
“入门易，深入难”，成了不少教师的共识。
处此情景中，引导教师叙事从浅描走向深描，从事例走向事理，从知识走向智慧，就成了教育理论工
作者和实践者共同直面的问题。
　　在我们头脑中，“教学艺术”无疑是一个褒义词：是教师中某些特殊群体享有的专用名词，是与
教有所成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独特教学风格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的理解，与“艺术”原来指代的对象是否一致？
有没有将“艺术”扩大化或狭窄化的嫌疑？
　　教育反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原有教育的含义。
教育已经不再是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知识传递，教育也不再仅限于“上所施下所效也”，而是成为
同代、上下代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影响。
　　——郑金洲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絮语>>

编辑推荐

　　《教育絮语》介绍了反教育现象的存在，可能是由于对教育自身特性的认识不足，可能是由于失
却了对教育公益性价值取向的把握，可能是由于教育各要素示范性的降低，可能是由于教育在世俗世
界中的“媚俗”。
这种现象越多，我们的教育就越远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越远离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需求，
就越损害教育的正常运行．越损害教育的肌体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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