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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的本质，ISBN：9787506254762，作者：贾馥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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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

媒体关注与评论

　　抛开“教什么”和“怎么教”问题，本书深入传统文化，探寻“为什么教”的本质问题，指出，
真正的教育必须以引导学习者成人、发展人性、培养人格、改善人生为目的。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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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

编辑推荐

　　著名教育学家贾馥茗女士据六十年教学与研究经验撰写而成，十年来两岸最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
之一！　　《教育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第2版）》看点：　　1.作者贾馥茗女士为台湾教育学
界的元老，两岸及华人世界著名的教育学家，从事教育与研究60余年，经验丰富。　　2. 《教育的本
质：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第2版）》为作者的代表作，十年来两岸最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之一，备受
学界推崇。　　3. 在学术腐败盛行、教育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下环境，抛开“教什么”和“怎么教”的
芜杂表象，探讨“为什么教”的本质问题，意义深远。

Page 4



《教育的本质》

精彩短评

1、教育是一件为了个人和国家的事情，不是为了个人或国家的事情
2、只能说一般
沾上了玄学的气息，少了一点务实和科学精神
3、1.作者用各种引号来标记自认为重要的专有名词和引用的字词，导致阅读非常不流畅 2. 对于孔孟诸
子观点的考察和论述流于表面 3. 文风特别不统一，逻辑也不清晰 2星太少，3星太多
4、致诚、修仁、知行合一。旧经典论新教育。
5、国人写的论教育，流于传统经典思维，本质亦未能揭示。
6、1）教育其实是“养成教育”-习惯和自律；
2）活的思维过程比死的知识重要的多-林毅夫；
3）重要的是形成自己的话语方式- 温铁军；
4）教育是学会选择- 让你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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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

精彩书评

1、亚马逊上对此书有个一星的评价，说本书是东拼西凑之作。可惜，TA大错特错了，本书其实是极
品好书，可以买回家收藏那种。正如《如何阅读一本书》里最后描述的那样，有些书，初读时可能醍
醐灌顶，但几年后复读会发现全无感觉，这说明你的认知提升到了和作者一样的水平。而有些书，却
是常读常新的，每次阅读都会得到新的感悟，这说明作者的思想远高于自己。这本书虽算不上前述那
种人类思想精华等级的杰作，但作者着实非常诚恳，用一种非常严谨的学术态度，仔仔细细地将中国
古代的教育理念和哲学认知一一摆出来，对比西方古代哲学思想，从概念学和逻辑的角度，找出共识
和差异，指出闪光点和缺陷。同时，结合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和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给古典儒家教
育理念赋予了新的人本内涵，让属于中国的“仁义诚”修身克己成人的理念重新展现出生命力。本书
首先探讨了人的生命历程、自我期望、意志力、意义感和价值判断，对于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关键
在于认识到“生死有命”。于是得出结论——隐藏在表象生命之下的“生命价值”，才是每个有志于
人生和谐之人的终极目标。接下来，作者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人性。先秦诸子百家的人性思想被一一列
出，并同相似的古希腊哲学思想作类比，指出中国古典哲学过于突出文学性，而忽略了建立概念学和
逻辑体系。尽管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关于人性的论述依然非常到位。作者将其中关于价值判断和人性
本质的描述做了区分，进而将人的食色基本层次与超出基本需求以外的嗜好分开解读。人性的食色基
本层次不能加以价值判断，而人的嗜好目标可以是物，还可以是价值。这样就得到一个重要结论——
嗜好价值的欲望，即善行与爱心，并不与人性相悖。相应地，爱物过多，爱人不足，就是没有了解人
和人共同生存的意义。（不知道作者这里是否考虑了心理学的进化论观点，即从冷血的基因角度来看
，人与人之间的善行会有利于群体的适应，也就是善行正是顺应人情的正常表达）之后，作者开始探
讨教育的问题，首先指出人有巨大潜力可挖，然后指出借助这股力量，每个人都可以修人道成君子。
修人道的三条准则是修仁、行义、致诚——仁者爱人；排除私利；不自欺，不欺人。随后，作者指出
师德的含义——先成己而有得（德），并指出教学的一些指导性原则——教学相长、学习方式、了解
学习者、教学方法、有本有末。倒数第二章探讨了中国古典哲学中人道与天道的关系。最后一章则指
出教育的出发点在于人，落脚点也在于人。主要的观点和前面一脉相承，特别指出人道教育应该顺人
情、重实践、立楷模，并对现有普及教育制度的发展表达了担忧，指出了可以尝试的改革方向。其关
于培养生活能力、认识工作与生活差异和职业终身教育的思想比较有新意。草读一遍，理解难免有失
偏颇，欢迎其他读者指正，共同学习，互相教育。
2、A 他们想培养什么？美国教育是通识和精英教育- 为培育思考的知识分子瑞士教育比较务实- 把职
业教育和岗位培训联系0 瑞士仅仅700万人，有15个诺贝尔奖得主，世界一流的钟表店子仪器和机床；
日内瓦和洛桑科技仅次于牛津剑桥苏黎世第六重要的不止是教育体系，还有体系背后的社会接纳度（
企业，家庭和政府，社会的认同度1）每一个人的天赋和潜力都不同，统一内容的教育和考试不可能
因人而异分配教育资源2（ 全民中半数以上不具备学术能力，因而平均分配教育资源是无效，浪费，
大众亦不快乐3）普通制四年大学招生太多，泛滥的本科学位可由专业证书替代，着重劳力市场更看
重的具体技能和专业- 学徒，熟练工，工艺大师（适用于厨师，电焊工，历史教授和企业高管4） 美国
的未来取决于精英的培育，美国领导力的核心是精英B 我们在学习什么？按布鲁姆学问分类法（Bloom
’s Taxonomy of learning）.该分类法说学问由低到高，分知识（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
、应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综合（synthesis）、评估（evaluation）几个类别现在我们常
讲“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的，也就是大脑一部分（如记忆部分）被解放出来，被电脑
、手机等外部智能辅助设施取代。那么大脑干什么呢？得侧重于分析、应用、综合、评估这些“高层
次思维”（higher order thinking）.当然，思维的类别不能简单用低层次高层次这么来区分，因为有些
“低层次”技能，也具有高价值，例如“知道”吃毒药的危害，或许会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一
些“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低价值，比如对赵薇着装的评估。但是总的说来，低层次知识和技能容易复
制和传播，而“高层次技能”，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普遍意义上的学习能力，培养
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且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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