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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新视野》

内容概要

对教育需要的系统研究是理解、分析、反思和超越教育活动的一把钥匙。《教育需要论》遵循历史与
逻辑相统一、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对教育需要的内涵、结构、发生及其与人的其他需要
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另一方面立足于我国具体的教育现实，在对我国教育需要现状进行
剖析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合理性教育需要形成和创造的构想，以期通过提升教育需要的品位来完善
我国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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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旸，女，1979年生，陕西泾阳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省级精品课程公
共教育学、教育哲学主讲教师之一，省级教育学教学团队成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
教师教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已发表论文近20篇，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参与各级各类课题10
余项，参编、参译著作各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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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挑战与困惑：转向教育的背后第一章 教育需要的含义一、需要与人的需要（一）从需要到人的
需要（二）形形色色的需要定义（三）对需要的界定二、教育需要的合理性表征（一）教育需要的日
常用法（二）教育需要的含义三、教育需要与相关概念辨析（一）教育需要与教育价值（二）教育需
要与教育功能（三）教育需要与教育目的（四）教育需要与教育需求（五）教育需要与学习需要、学
习动机第二章 教育需要的结构与种类一、教育需要的结构（一）教育需要的底线结构（二）教育需要
的内容结构
二、教育需要的分类（一）个体性教育需要、群体性教育需要和社会性教育需（二）潜在性教育需要
与现实性教育需要（三）根基性教育需要与衍生性教育需要（四）真实性教育需要与虚假性教育需要
第三章 教育需要在人的需要中的位置及其发生一、教育需要在人的需要中的位置（一）教育需要与生
理需要、社会需要的关系（二）教育需要与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的关系二、教育需要的发生（一）教
育需要的个体发生（二）教育需要的类发生第四章 我国教育需要的现实及合理性建构一、现实分析：
展现教育需要当下遭遇的困境（一）经济至上倾向：无奈中的共谋（二）现实与理想的错位：未满足
的教育要求（三）生命难以承受之重：被制造的教育需要（四）“新读书无用论”：学校教育的需要
危机二、缘由沉思：剖析教育需要当下境遇的原因（一）现代化的寻求：繁荣与陷阱同在（二）臣民
文化的遗留：特征及教育传统（三）谁在调控我们的教育需要：教育政策、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三、
理路构想：合理性教育需要的形成与创造（一）确立取向：归真与固本（二）展开行动：原则与激励
（三）产出结果：反馈与调整⋯⋯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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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缘由沉思：剖析教育需要当下境遇的原因　　教育需要当下境遇的原因的确是教育活动自身
出了问题，但如果仅仅从教育活动自身出发来进行分析，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
所以，教育需要当下境遇的原因不仅在教育现实之中，更在教育现实之外。（一）现代化的寻求：繁
荣与陷阱同在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的寻求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生及发展
是同一个过程。而从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话题之一。现代化
作为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通常被用来描述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变迁，这
一历史变迁的过程不仅在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上带来了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而
且在政治发展、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知识程度提高等方面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1.不能拒绝的现代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
必须担当的一个历史命运。这个命运谁都无法逃脱，都必须在反对、顺从抑或自主选择中接受和承担
。这种巨大的历史变迁所带来的无法拒绝的进步，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展开相伴随，使社会表现
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
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推动了反宗教蒙昧迷信运动，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
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陈嘉明等，2001）3。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正负共在的两面性，
对于现代化命运的接受和承担也是如此。因此，西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
问题，这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焦虑、反思和批判之中。其问题主要表现为：高扬主体性却
忘却了存在的意义、科技理性与自由的冲突、理性思维方式的普遍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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