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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学与心理学基础关系的探寻》介绍：
教育学的科学性既表现在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把受教育者的心理规律和特点作为教育的立论根据或
推论前提，也表现在应用何种学派的心理学为基础。前者虽为教育研究的定论，但诸多研究乱象已然
威胁到了教育学的科学性。当前，教育学科学陛的危机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架构出心理学的
单基础论，失守教育学科学性的底线；其二，抱守实用主义取向，纠结教育理论的虚无主义。治理前
者，我们需要重建教育学术史的集体意识，关注现实经验，深化认识教育学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合
理性和合法性；对于后者，我们需要构想教育学的“本体论承诺”，以其追问心理学本体论意义上的
方法论，判准、选择、解释与建构作为教育学理论基础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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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德红，女，汉族，江西南昌人，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曾从事中学教学教育工作18
年。200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现为广西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基本理
论、课程与教学论和教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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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照搬心理学知识，缺乏加工与改建的学科教材建设
    (四)研究的偏颇对教育学科学性的影响
  二、元教育学研究的理论贡献及其可待发展
    (一)教育学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合法性认识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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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哲学和生理学研究倾向于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化”生发
    (三)赫尔巴特构造物理模式的心理学，心理语言描述教育过程
    (四)教育学核心问题的心理学论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地位确立
  四、学科发展：心理学化的教育理论成为主流
    (一)心理学着床自然科学，美国成为心理学大国
    (二)实用主义教育心理学诞生，思辨教育学淡出
    (三)心理学化的教育理论胜出，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成为研究的中心
  五、中国的历史和语境
    (一)近代研究的有机相融，教育需求推动心理研究
    (二)近代后呈疏离状，教育改革与发展期待心理学工作者参与
第二章  发展和学习：心理学的研究和教育学知识的流变
  一、前提性问题域：教育学知识的源头及其进化
    (一)前提性问题域及其延展
    (二)前提性问题域现实化的教育方法：从产婆术到抽象认识过程的规律
  二、发展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实证资源和教育学的应用与突破
    (一)发展观的前提性认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分歧与共识
    (二)发展阶段的划分：心理学重认知的维度，教育学取生理和综合的视角
    (三)影响发展的因素：心理学从单因素论到建构论，教育学从综合到方法论突破
    (四)发展机制：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五)教育和发展的关系：教育改革的风起和教育理念的振荡
    (六)启示与警示：发展理论和教育学关系的整体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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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习机制研究：心理学的成果及对教育学的启示
    (一)学习和教学心理：从关注认知到兼顾情感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心理学的假设和学习方式的变革
    (三)学习机制研究对教育学基础性的影响
    (四)危机与希望：学习理论和教育学关系的整体性反思
第三章  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心理学的实证主义对教育研究的影响
  一、前提性问题域之研究方法：从教育研究演绎法到自然经验观察法
    (一)夸美纽斯：以类推和演绎为主，亦不乏论证和归纳
    (二)赫尔巴特：目的一手段的假设和自然经验观察法的验证
  二、教育实验法：心理学的教育研究方法和教育学的偏淡
  三、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主义和教育学的精神
    (一)实证主义：心理学发展的方法论
    (二)实证精神：教育学从形成到独立所蕴涵的精神力量
    (三)反思性建构：当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论枚举
  四、与心理学关系视野下的教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整体性反思
    (一)学习心理学的实证精神，重证据和事实
    (二)区分实证主义和实证方法，反对实证主义的教育实验法
    (三)教育实验应以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旨归
第四章  解释与建构：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应何”
  一、学科的异与同：解释和建构的原因
    (一)教育学和心理学学科性质与定位的差异
    (二)人性假设：心理学的“物化”和教育学的“具体个人”
    (三)方法论：心理学的还原论和元素主义与教育学的整体、综合和动态生成
    (四)事实与价值：心理学的一元价值和教育学的多元价值
  二、教育学基础性理论：教育学对心理学的解释和建构之立场
    (一)以连接存在、价值和实践为一体的教育学的事理学科性质为底线
    (二)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为研究范式
    (三)理论与实践双重建构的一个设想性范例：以三个逻辑的统一关照可发展的“具体个人”
结语：走向耦合：教育学与心理学基础关系的发展展望
参考文献
  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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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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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学与心理学基础关系的探寻》基于文献分析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基础关系的发生过程；基于
这种基础关系，较为详细地回顾和反思了教育学的知识和教育研究方法在思辨和实证阶段的发展，分
析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论上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初步地分析和展望了未来两个学科的关系。希
冀为教育学的发展之路“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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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喜欢这本书，先不说内容，旧旧的，像是被别人用过的一样，纸张也不好，还发黄了，总之就
是看起来不像是一本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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