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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近一个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关注的颪虽然很多，如教育管理的知识问
题、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等，对这皯问题的论争也使许多哲学流派卷入其中，学说纷呈。
但从总的来看，对这些问题的论争主要是围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观点，以及为调和这两种观点而
形成的自连贯主义的观点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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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绵涛，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独撰和主编《教育管理学》和《教育政策学》等著作15部，在《教育研究》和Compar等国外重要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完成省部级、国家级和国际全作项目10余项，科研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
和国家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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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简评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产生，一方面有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
它的产生也是哲学逻辑发展的产物（孙绵涛，2003，p.18.23）。
就前者而言，我们知道，19世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从传统的手工业遗留下来的经验式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无法满足这种大工业生产的
需要。
科学主义的管理思想就是为适应大工业生产对科学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需要——这一需要是通过大
工业生产对效率的追求而体现出来的——这一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在教育管理领域，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主要还是凭着经验对教育进行管理，大学中所讲授的
教育管理学主要还是如何当教育行政官员和如何当校长的经验汇编。
当科学主义的管理理论被运用到教育领域以后，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的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视，而且
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管理和教育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科学主义教育管理思想的产生是人类管理和教育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管
理思想和教育管理思想的进步。
就后者而言，我们也知道，在19世纪末以前，在哲学的王国里形而上的理性哲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哲学打破了这种形而上理性哲学的传统，形而下的理性哲学，即实证主义哲学开
始抬头。
科学主义的管理理论就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开始受到重视，形而上的理性哲学开始走下坡路的这种哲学
发展的背景中产生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着培根对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批判与改造，提出科学研究的“新工具”——实验法
，大大促进了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从而给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带来了新的变化，使科学的观念深入人
心，这为追求科学的管理准备了社会心理条件。
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对管理的见解确有它的独到之处。
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决策是管理的核心。
它重视人的理性和组织的结构在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是有一定道理的，通过培训的方法来使管理人员
掌握科学的管理理论是值得借鉴的。
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对事物“确定性”进行不懈追求的一种精神理念，使人们面对未知的世界有一
种积极的心态，而不是被动地甘受“外在世界”的摆布或者只能企求神灵赋予自己好运气。
当然，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经过声势浩大的“新
运动”几乎让整个社会相信指导组织管理的客观科学已经确实被发明了。
教育管理是客观科学的信念日益高涨，随着这个信念的广泛接受，国家制定的培训项目开始将组织科
学的理论放心地传授给教育管理者，并向他们承诺这种理论可以指导组织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实现他们
的目标。
这种科学管理的信念是与系统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系统观念中，科学地研究组织就意味着研
究自然现实的一个方面，“人与其道德、责任一起消失了，自然的力量接管了人类事务。
”（Thomas Greenfield & Peter Ribbin.，1993，p.146）这种不断增长的科学信念引发了两个严重问题（
张新平，2000，p.15-21）：第一个是作为主体的具有责任和道德的个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组织。
组织被当作了一种脱离个体而存在的真实力量而接管了人类事务，它比个体更重要：“更糟的是，组
织不仅被实体化，而且被神化。
（组织的）行动者不用亲自或在精神上为自己在集体的权威人士或者创造者支配之下的行为负责⋯⋯
而且表面上慈善的组织可能变成作恶的潜在的集体力量。
”（Thaomas Greenfield & Peter Ribbin.，1993，p.146）第二个是管理科学使得人们将注意力投放在组织
问题的研究之上，而管理者的现象学现实——即运用权力的那些人的现实与受权力控制的那些人的感
受——却被忽视了。
其次，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倡导的是管理研究的去价值（devahration）。
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与这样一种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价值无涉（value.free）的管理科学不仅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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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而且就在眼前。
这种“去价值”的结果必然导致人也和一般的自然事物没什么区别，一样可以通过纯粹的逻辑和数学
语言进行描述。
那么相对同样作为“外在实在”（out there）的组织而言，这种“外在实在”的人也就没有什么特别
的地方，相反两者比较起来，组织似乎还是更大的“外在实在”。
于是，组织成为管理研究关注的中心也就理所当然了。
随着价值的消除，组织行为也被还原为纯粹的技术术语。
决策的实质（substanee）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作决策的方式。
如贝茨（Richard Bates）所指出的，这种研究带来了管理问题与教育问题的分离。
教育管理领域里大量标着“教育管理”字样的著作只是告诉读者如何去领导、激励、交流、形成士气
和维持组织的平衡等，而对于学校结构和课程的改革，宗教和语言问题上的争论、私立和公立学校优
点、班级和文化偏见、校规等所有具体的让人困扰的教育问题，却只字未提。
同时，这种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涉”必然与教育这一“使人向善”的、带有明显价值倾向的活动无法
共处，那么要为科学的教育管理保留一份空间，唯一的方法是使教育问题与管理问题分离，使管理活
动成为一个只关心方法不关心目的的技术活。
于是，教育管理者就被定位为能够熟练地应用一种社会物理学——组织和管理的、非人的客观科学—
—的技术员，管理是一项技术活，做好这项技术活，似乎就可以完美地实现所有的组织目标。
尽管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标榜客观、中立，但它通常还是站在“维持现状”这一边，即先接受现状
然后询问形成现状的原因，而不怀疑事物是否应该是这样。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常规的社会或现状必然就是错误的，而在于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科学在尚未揭示其
这样做所存在的信仰缺陷之前，不能也不应该就去维护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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