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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即涵蕴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辩之、笃行之。
”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
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
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决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求超越>>

内容概要

　　《寻求超越：战后日本学力论争》一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学力问题为切入点，以时间为
线索，深入地分析论述了20世纪5。
年代的学力论争的发端、60年代的狭义学力论与广义学力论的对峙、70至80年代的科学主义学力论与
态度主义学力论的论战、90年代学力论争中学习论的引入，以及1999年至2004年学力论争的扩展，很
好地凸现了日本本土教育理论的自我超越与创新。
通过对日本学力论争发展路径的研究，徐征博士以大量资料令人信服地提出这样的结论：“这五个阶
段，每一段学力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一段论争结果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之上，核心问题早在20世
纪50年代围绕基础学力的论争中就已经显现出来，即对学力的主体机能侧面与学力的客体实体侧面、
生活知识与科学知识、知识与态度之间复杂关系思考与认识方式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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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征，女，祖籍江西省永丰县，哈尔滨生人。
1990年毕业于哈尔滨科技大学外语系科技日语专业并留校任教，1997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系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2000-2001年公派日本新渴大学进修学习，2005年任哈尔滨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比较教学论”
方向硕士导师。
2006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毕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曾用中、日文发表“日本学力输变遥邑中国素质教育论”、“日本‘学力低下’争论之解读”、“日
本儿童为什么从学习中逃走”等研究论文十余篇，现为上海政法学院教务处处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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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研究缘由二、研究目的与意义三、研究问题与相关概念四、文献综述五、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学力论争的发端（20世纪50年代）第一节　学力低下——战后新教育的不和谐音第二节　基
础学力论争第三节　广义基础学力的提出第四节　小结第二章　狭义学力论与广义学力论的对峙（20
世纪60年代）第一节　学力测验——回归教育统治的手段第二节　狭义学力论的确立第三节　广义学
力论的发展第四节　狭义学力论的进展第五节　小结第三章　科学主义学力论与态度主义学力论的论
战（20世纪70、80年代）第一节　学力差距与学力退化——教育高速发展的代价第二节　1975年学力
论争第三节　教学中的学力研究第四节　小结第四章　学力论争中学习论的引入（20世纪90年代）第
一节　“新学力观”——面向新世纪的教育观第二节　习熟论的出现第三节　从习熟论到参与论第四
节　小结第五章　学力论争的扩展（1999年至2004年）第一节　学力危机——新世纪的社会问题第二
节　21世纪学力论争的新视角第三节　21世纪学力研究新进展第四节　小结结语一、日本学力论争史
的发展路径二、学力与日本教育现代化三、寻求超越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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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力论争的发端（20世纪50年代）　　“学力”一词尽管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7）
的日本就已经开　　始使用了，但还不是教育界的常用语，日本1945年前出版的各种教育学辞典中找
不到单独的“学力”词条。
学力成为日本教育界的常用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可以说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批判新教
育的契机一一学力低下的语境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样学力问题才正式构成日本教育家辩论的课
题。
　　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转变为建立在《宪法》、《教育基本法
》基础之上的民主主义教育体制，是迈开了历史进步步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盟总民间情报教育局（The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简称CIE）、
美国教育使节团、日本文部省、日本教育家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下，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建立了
六·三·三·四单轨新学制，编制了1947年的《学习指导要领》。
但是人们发现，从美国引进的经验主义新教育滥用儿童的兴趣、经验和自由，轻视系统知识，1948年
末被称为新教育的“不合谐音”的儿童读、写、算基础学力低下问题而提出，1949年对学力低下的不
安和抱怨已遍及全日本，学力成为日本教育界的热点问题。
此后，为客观实证地把握问题，日本教育行政部门、日本民间教育团体和教育研究者相继展开了大量
的学力调查，调查的最终结论是，读、写、算基础学力低下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样，最初的学力论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教育的背景下，由学力低下问题引发，在批判战后新教
育的过程中开始了。
新教育论者从多方面指出了学力要素、学力评价方法、学力调查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而基础学力彻底
派则以学力低下为切人点抨击新教育，主张立足于科学体系之上的教育，强调读、写、算的基础学力
观。
这样20世纪50年代的学力论争围绕着基础学力的概念、构成、内容等问题，在新教育论者和基础学力
彻底派之间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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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战后的日本教育与日本经济发展一样，屡创世界奇迹，备受国际瞩目，如何认识在“被压缩的
高速成长”的东亚型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日本教育与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丈。
本文选取二战后的日本学力问题为切入点，以二战后日本学力问题的论争史与学力论的理论论争史为
主线，在勾画出纷繁复杂的二战后日本学力论争史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寻找学力论理论
发展的批判性继承关系，展现日本学力论研究中对于学力两难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方式，揭示日本本土
教育理论的自我超越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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