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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過將後結構主義理解成一種「回到世界性真實」（Return to worldly realities）的倫理學與本體論立場
，本書試圖從中展顯當代教育學所可能呈現出的別種風貌。憑藉後結構主義的語藝學接引，我們得以
重新凝視語言、真理與真實之間的力的複雜關係，以及傳統視域框架本身的政治性、權力性與再現性
，重新回到對世界性真實的觀看與關注，也重新認識真理、存有、主體性之間的疊合關係與其具有的
流變性、多元性與多重可能性。
這是一種強調主體與真理合一的無目的教育學，不斷想像與召喚著對自我的逾越與解構、對差異的生
成與創造，以及對自身所面對的那個世界性真實，無條件地予以肯認、歡笑、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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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後結構主義與當代教育學探索》的笔记-第37页

        因此現代西方教育論述中所預設的人類主體性「（大寫）真理」的發現之旅，並不僅只於造成人
類主體性存在狀態與本質存有的忽略與限制。由於其進步的允諾，以及對科學原則準確性與客觀性之
信奉，更造就規訓人類主體性的各種形式。現代西方教育論述並未真能促成做為自我意識、自我激勵
與自我引導存在的人類主體性之解放與賦能；相反地，它不只造成人類主體性存在狀態與本真存在的
失去，也以自我規約和賦能的面具形式，分派了包含內在與外在的各種規訓形式。從這個角度看來，
自我意識、自我激勵與自我引導的人類主體性概念是現代西方教育論述的某種詭計，用以安配其條件
和確保其合法性；更由於其與現代主義中人類主體性概念的糾結，現代西方教育論述之間題便呈現為
人類主體性生存狀態與本真性存在之忽略與限制，以及在實踐中以各種形式規訓的分派所造成的人類
主體性的自我規訓。

換言之，西方現代教育論述所預設的人類主體性概念，非但未促成作為自我意識、自發動機與自我引
導存在的人類主體性之解放與賦能，反而造成人類主體性其本真存在與存在性狀態之失卻，更以賦能
與自我規約的面具，給予內在與外在多種形式的規約。而自我意識、自我能動與自我引導的人類主體
性概念，實乃現代西方教育論述的一種詭計，用以確保其正當性。

2、《後結構主義與當代教育學探索》的笔记-第47页

        教育的終結，指向現代西方教育論述「作為普世可行目標達成」之自我定位的終止，而開放教育
中解放與自由的大門在一個程度上，它提供對教育內的知識論與人類主體性預設之宰制與邊界加以抗
拒的起點。

3、《後結構主義與當代教育學探索》的笔记-第32页

        由於現代主義與科技／科學之間的內在聯結，教育論述普遍接受了科技／科學的信仰與前提。因
此，一般認為教育論述的進展必須仰賴科學方法論與科技的採行，更從課程領域的肇始便是如此
。1927年，當Bobbitt和Charters開放了美國課程史做為一特定領域的扉頁課程編制的科學信條也如影隨
形。然而如同Kliebard所指出的，天真信賴著科學原則對客觀性與準確性的允諾，其實教育學者並未認
真的思考過：為何當科學原則應用到教育時，能夠如以科學管理形式應用到商業的那般成功( Kliebard
，1992: 31)?換言之，打從一開始，教育便在未曾深入分析過其與科學方式存在的本質性差異的情況下
，將自身託付給科學原則所允諾的準確性和客觀性。饒富深意的是，這種對於科學的基礎性偏愛，竟
確實成為了現代西方教育論述的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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