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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学》

内容概要

这套丛书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以“新”为基本出发点，以教育新学
科、新论点为主要内容，力求反映当前世界教育理论的研究方向，有益于我们开阔视野，启迪思路，
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有所思考和回答。各本著述力求相对成熟，自成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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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科学观念的变革和教育文化学　　一、20世纪科学观念的变革　　二、教育文化学研究的必
然性　第三节　教育文化学的研究道路　　一、教育文化学借鉴了教育研究的新范式　　二、教育文
化学吸收了文化哲学的最新成就　　三、教育文化学研究应走世界化和民族化并重的道路第二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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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综合：在对立统一中追求良性循环　　一、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人口问题的困扰　　二、重视
人口、生产力、文化、教育的良性循环　　三、教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方式第三章　经济·政治
·文化·教育协调发展　第一节　综合国力竞争的实质　第二节　改革的整体观：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教育协调发展　　一、整体协调发展是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二、整体、协调发展模式
　　三、学会运用文化手段　第三节　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与教育改革　　一、政治文化
与教育改革　　二、制度文化与教育改革　　三、习俗文化与教育改革第四章　科学·文化·人生·
教育四位一体　第一节　当代教育面临双重挑战　　一、从“智能中心”转向个性全面发展是各国的
共同呼吁　　二、教育的文化学视野与整体性教育探微　第二节　唯理性教育文化模式的局限及其超
越　　一、唯理性教育文化模式的局限--反情感、贬直觉　　二、唯理性教育文化模式的超越--创造
思维的互补结构与认识系统的张力　第三节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教育的对立与合流　　一、科学文
化与人文文化相辅相成　　二、个性发展与人文精神和学校教育改革　第四节　科学·文化·人生·
教育四位一体--整体性教育模式　　一、科学与人们的价值观念“　　二、科学与人类各种文化活动
及其成果的价值　　三、主体性与文化心理结构　　四、价值形成力与文化创造力的培养与教育　　
五、人生意义、自我超越与教育　第五节　教育的整体性与实施整体性教育　　一、教育整体性的多
维视野　　二、实施整体性教育既要面向未来，又要面对现实　　三、实施整体性教育与系统决策第
五章　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第一节　文化心理结构概述　　一、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理论背景　　二
、文化心理结构的构成　第二节　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一、整体性　　二、转换性　　三、
自我调节性　第三节　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与发展　　一、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发展论”　　二、
皮亚杰的“图式学说”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发生、发展观　第四节　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特
性　　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表层特性　　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特性第六章　中
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传统教育　第一节　中华民族传统价值取向与传统教育　　一、“家族至上，
家外有家”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二、“唯古是法，以老为宝”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传
统教育的影响　　三、“官为本位，读书做官”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第二节　中华民
族传统思维方式与传统教育　　一、重视社会人伦，以人为中心的致思倾向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二
、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特征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三、崇尚直觉思维方式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第三
节　中华民族精神与传统教育　　一、“参与”--中华民族对待自然的基本精神及其对传统教育的影
响　　二、“和”--中华民族对待社会与人的基本精神及其对传统教育的影响第七章　中华民族文化
心理结构与现代教育第八章　东西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比较与教育第九章　亚文化结构与功能第十章
　亚文化与教育的相互作用第十一章　通俗文化的结构和功能第十二章　通俗文化与教育的相互作用
第十三章　文化·传播·教育第十四章　学校课程--教育文化（一）第十五章　人际交往--教育文化
（二）第十六章　大众传播--教育文化（三）补遗与超越--21世纪教育文化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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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科学时代的挑战迫使人们思考19世纪前科学精神传统下教育科学的局限，以期能够解析出教育
科学发展的新方向。　　二、19世纪前科学精神传统下教育科学研究的局限　　迄今为止，全世界范
围内都存在着教育科学滞后发展的趋势。教育科学常常只是翻译、评析、消化约半个世纪前的科学概
念和哲学流派。因而，人们不可能期待它为科学共同体事业提供有独到价值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基础
。难怪人们常怀疑起教育学是否已获得“学”的地位；教育科学是否已真正站到“科学之林”。　　
教育科学的落后和被动地位是研究者拘泥于19世纪前科学精神传统的结果。虽然教育科学继续生长，
但其内在暗合的却是19世纪前科学精神传统的唯理性主义。19世纪前的科学精神传统可以表述为两个
方面：第一是科学的实证传统、理性传统和批判传统。近代科学的始祖培根认为，科学认识必须排除
人类认识的四种“幻像”，即：以种族意识观察世界的“种族幻像”；以个人独特本性来认识世界的
“洞穴幻像”；根据人类相互接触和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语言及意识来把握世界的“市场幻像”；
根据过去人文哲学把世界当作一首诗歌或一个戏剧舞台的“剧场幻像”。斯宾诺莎也认为“神即自然
”，强调摆脱日常思维的直接性与拟人化，对人的主观加以改造和教育，使人在认识现实本身的规律
性上不加主观歪曲，按其固有本性而不受人的情绪影响思考并建立联系。第二是科学攫取财富和盈利
的传统。英国著名科学家J.D.贝尔纳指出：正是工业生产的需要成为科学研究的观念前提，这些直接
盈利的部门在向科学研究提供巨额经费的同时，亦把攫取财富和盈利的观念贯注到科学的精神传统中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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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章节还不错
2、作为教育学人来说，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3、内容翔实，颇有理论深度，看后很受启发
4、服务态度还好
5、这是教育文化学的先期代表，其后又有郑金洲。目前正是深化文化学研究的大好时机。
6、个别章节写得的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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