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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学习论》

内容概要

《生存学习论》的研究首先采用对生存学习论进行历史回顾的方法先追溯了中国自先秦以来儒家的学
习传统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学习传统，接着分析了启蒙运动中生存学习论的进展与问题，然后提炼
了当代生存学习论的基本观点，选择了杜威、格林、弗莱雷、佐藤学、诺丁斯等五位教育思想家的学
说中所蕴涵的生存学习论的思想精华，试图揭示生存学习论的嬗变过程，揭示学习的生存论意义与时
代精神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鲜活的案例分析了学习的个体意义和
社会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基于生存学习论的教学观——“教学即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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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学习论》

书籍目录

导论一、“学习异化”的问题二、学习的生存论意义三、本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第一章  生存学习论的
历史演化一、古代中西方的学习传统二、启蒙运动与生存学习论第二章  当代关于学习的生存论意义
的基本观点一、杜威的经验主义学习观：基于实用主义生存论的“从做中学”二、玛克辛·格林的存
在主义学习观：走向自由存在与充分觉醒三、保罗·弗莱雷的解放学习观：对话·反思·行动四、佐
藤学的“三位一体”学习观：在对话中恢复学习的快乐五、内尔·诺丁斯的“关心”本位的学习观：
关怀伦理向生活世界的回归第三章  走向生存论的学习观（一）：追寻学习的个体意义一、学生是知
识的探究者二、学生是意义的创造者三、学生是世界的参与者四、学生是秘密的拥有者第四章  走向
生存论的学习观（二）：追寻学习的社会意义一、反思生活世界：在交往和对话中重构意义二、参与
民主生活：站在学校与社会的交汇点上三、学会理解：跨越年龄与性别的鸿沟第五章  基于生存学习
论的教学观：教学即相遇一、“相遇”及其教育学含义二、教学即相遇结语：在学习中获得解放一、
寻求意义：生存学习论的永恒追求二、在学习中获得身心的解放三、本研究的问题与展望附录参考文
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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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学习论》

章节摘录

人生存于世界上，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无外乎二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处理这三种关
系是一个与人的发展、成熟相伴而行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个性化的学习与体验的过程，更是一个
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的过程。“学生是意义的创造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笔者试图从儿童眼中
的世界：超越“客观”与“真实”、以仁爱之心释放想象力：人与自然的对话、在指尖跳跃的智慧：
双手赋予“物”以个性化意义、生活体验的独特性：发现日常生活之美、感受“我属于这里”：世界
从“遮蔽”到“敞开”等五个方面来探讨学生作为意义的创造者的具体内涵。（一）学生眼中的世界
：超越“客观”与“真实”在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看来，我们所获得的任何关于世界的观念永远是对
世界做了某种加工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世界不过是用来表示我们作用于它的不同方式的总
和的一个词。根本不可能有与人无关的纯粹的世界概念，即所谓‘自在之物’或‘真正的世界’。‘
这是什么’这个问题总是以‘这对于我是什么’这个问题为基础的。”’当儿童观察、理解和表现这
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不是从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出发，以科学为镜子来映照这个世界，而总是要在世
界和自我之间发生意义关联.“这对于我是什么”、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样一来，
“一个儿童”眼中就有“一个世界”，受个人经验、思想和情感的影响，儿童眼中的世界在很大程度
上是超越科学关于“客观”与“真实”的定义的，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科学以人对外部世界中
物的支配为目的，这种支配诚然也体现了人的主体作用。但是，一旦人仅仅按照对物的支配这个目的
来建立自身的生命活动，他实际上就使自己服从于物，反而受物的支配了。”’这里并非抹杀科学本
身的价值，否定科学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要在承认科学的工具价值的同时，反对把科学当
作目的，无止境地追求对物的支配，最终丧失人生本真的意义。只有当我们理解了科学与人文、学科
逻辑与心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才能在教育中为“学生的视野”、“学生所看到的世界”留下足够的施
展空间并充分承认其蕴涵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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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学习论》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追寻学习的时生存论意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导师张华教授常对我们说：“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必须要读两本书：一是大学图书馆里的理论著
作，一是中小学校活生生的教育实践。”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的三年期间，我试图遵循这一思想投入
学习和研究，受益良多，正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建构催生了我的这篇博士论文。论文从选题，到定框
架，到成文，都凝聚了导师的无限智慧，虽然我每每感到自身理论功底和思维能力的局限，但有了导
师的鼓励、信任和精心指导，我终于能够顺利完成论文的写作。在学术上，张华教授以其高深的学术
造诣和身为教育学者的使命感与实践关怀给予了我们智慧的启迪和精神的感召；在团队合作上，由张
华教授、安桂清博士与众多研究生组成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研究共同体，在其中，每个人都能敞开心
扉，畅所欲言。在华东师范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充分感受到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浓郁的研究氛围
和自由的精神空间，在课堂上和研讨会上，每位学者都向我们展示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风格。
在博士论文开题时，钟启泉教授、赵中建教授、崔允沸教授、高文教授、徐斌艳教授、吴刚平教授提
出的宝贵意见帮助我拓宽了思路。在论文答辩过程中，钟启泉教授、崔允漷教授、吴刚平教授、谢利
民教授、蔡铁权教授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使我明确了今后改进的方向。感谢各位教授不遗余
力的悉心指点！师母李雁冰老师三年来一直给予我学业和生活上的关怀和支持，她亲切的笑脸和真诚
的话语我永远铭记在心。我还清晰地记得2004年秋季刚入学时，李老师在电话里贴心的叮咛，让我顿
时消除了刚入学时的孤独感，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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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存学习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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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有看，还可以吧。物流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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