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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什么》

内容概要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既面临着极大的机遇，也同样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何抓
住机遇，迎接挑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就是如
何设法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
得学习、掌握人文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弥补严重缺乏人文精神和独立人格这一人生缺撼的机会。⋯⋯我知道把专业知识和
精神用浅显有趣的方法和文字表达出来是极其困难，也是最能考察作者真实的知识与能力的。从各种
细节来看，本套丛书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编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永续的过
程，做成一个像法国《这是什么》丛书的品牌。本书是丛书之一，本书从先历史到现实的途径向你介
绍教育学是什么。在介绍之前想作点说明和提点建议。采用历史的途径介绍，作者的意图不是介绍教
育学的历史，而是介绍历史上的教育学是什么，因而，作者是围绕问题、原理、旁及方法，介绍历史
上几种有代表性的教育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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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什么》

作者简介

励雪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曾从事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社会学等课程的教学工
作。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理事。合著《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
》、《教育的新认识》等著作。撰有论文二十多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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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什么》

书籍目录

阅读说明总序人文素质在哪里？　　——推介《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绪言　像教育家那样学习
和思考 一　教育学是艺术，科这，还是哲学　——今日的教育学从何处来？　1　“把一切事物教给
一切人类的艺术”　　　——教育学是“教”的艺术吗？　2　“教育学是教育者自身所需要的一门
科学”　　　——在什么意义上说教育学是一门科学　3　教育是哲学“经受检验的实验室”　　　
——教育哲学能包揽教育学吗？二　教育学总览　——今日的教育学在研究什么？　1　历史的启示
　　　——教育学是什么？　2　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学的变迁　　　——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教育学
吗？　　3　发展中的现代教育学　　　——教育学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三　教育的人学原理　
——教育学视野中的人是什么？　1　教育学领域中对人的四次发现　　　——教育对象是谁？　2　
人的可塑性和可教性　　　——教育影响是怎样发生的？　3　“童年的秘密”与“未完成的人”　
　　——个人的身心发展有什么规律性？　4　“教育即发展”　　　——受教育者发展的教育条件
是什么？四　教育的社会性原理　——学校是什么？　⋯⋯五　教育的文化性原理六　展望明日的教
育学阅读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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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什么》

媒体关注与评论

　　感谢你们出了这么一套好书！通俗生动，是相当难得的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对我的文科学习大有
帮助，懂得了很多事。人文知识在当今中国比科学技术还贫乏、紧缺，适合大众、学生的文科读物就
更少了，感谢你们为我们文科学生办的这件好事。　　——河北：王紫薇 高二学生　　以本套丛书的
思路、文风，得益者众，何愁书无销路，文先知音！　　——江苏：胡光云 大学毕业 银行职员　　
我是个罪犯，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你们能把“人文社会科学”带进小学吗？从娃娃抓起，使他们从小
就明白“人文社会科学”，最好是“伦理学”、“社会学”、“法学”。如果我从小读到这些书该多
好！　　——湖南：曹泽崎 服刑人员　　作为人文科学殿堂的北大，值此新世纪之初出版此丛书，乃
我之大幸，希望北大以其博大的胸怀让更多追求你的人们从你那里获得更多知识吧！　　——山西：
申永军 大专学生　　这套丛书很有价值，能让我粗略掌握各门学科的基本知识，比较全面，而且作者
都是国内有名的学者，希望继续出版更多的这类丛书。　　——浙江：邱芳烈 硕士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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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什么》

精彩短评

1、看过之后，对于教育的有关内容会有个初步了解，最重要的是要有终生教育的意识和自我教育能
力。
2、这本书看过之后让我感觉受益匪浅~~通俗易懂，却不乏对于教育学的深入阐述~让我对教育学有了
更深一层的了解~很喜欢~
3、没看过，不敢妄加评论
4、对入门来说还是不错的一本书啦
5、书不错，言简意赅，把问题说清楚了。
6、①何必给这么低分呢，虽说是必修课，但是又不强迫你看整本书，我当初看了几次，感觉编的还
行吧。挨千刀的助教，我这么课学的这么努力，居然最后才给我七十几分
7、书还没有开始看，唯一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就是书的版本给人有混乱的感觉。有的书的版本和外观
和网上显示的图片不一致，有一本书脊上没有和其它几本书一样印有某某出版社的字样，让人感到不
解。希望商家给到消费者手里的书是你们出版的最好的，
8、开阔视野，培养人文素质，提高新境界。
9、教育的人学原理会是怎样的内容呢？
10、没有想象的好.内容比较易懂,但是有些部分过于简单,也许是篇幅所限,部分问题没有过多论及.本来
推荐一些好的书目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可遗憾的是作者在推荐书目部分只简单地列出了四本书,况且这
四本书中的一些在教育学领域是否算得精品还有待商榷.所以我个人以为这本书只适合于对教育学做扫
盲之用,如果对教育学已有一些了解,并且想对教育学有较深入的学习,最好将时间和金钱花在本领域的
其他精品书上.
11、帮朋友买书她很是满意哦！我都快成为专业购书人员了。
12、此书让我对教育学有了一定的认识，为自己和孩子在教育上的认识的提高有帮助。
13、相对其它书来说，这本书相对枯燥一些。
14、很好！质量过关，价格公道！
15、作者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16、粗略翻了翻，感觉只有第一章和第五章有用。
17、管理中会用到
18、这本书很好哦，老师推介的丛书之一~
19、但愿教育学不是书里写得那么无趣。
20、一般
21、入门书中比较好的
22、作者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23、好书！！《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善莫大焉、功莫大焉，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弥补严重缺乏人文精神和独立人格这一人生缺撼的机会。
24、买了不后悔。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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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什么》

章节试读

1、《教育学是什么》的笔记-第5页

        我当然曾经是学生；我现在工作了，但是还要继续学习，不过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做父
亲了，想要教育好孩子；我的工作每天都要和教师打交道，我要更好地了解教师。 因此我很强烈的学
好教育学的需求。

2、《教育学是什么》的笔记-第12页

        19世纪（伟大的19世纪，众多的天才、大师。为什么这么说？对西方历史的略有了解后的一点感
受而已），德国，第斯多惠，培养智力的三个条件。
1。热爱真理，出自人的精神本性。这是学习的唯一目标，还是张五常说的：“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言下之意就是，谁说的不重要，是不是真理才重要。

2。探求并检验真理和假真理。要努力探求，检验一切，要消除谎言和妄想，消除陈见（陈旧观念之
意）和偏见。没有人会替别人动脑筋，没有人会因依赖别人的聪明而变得聪明起来，要想变得聪明，
只有用自己的聪明。思想懒惰的人靠别人为他思考，不会有真知，不会有判断力⋯⋯很好。对我是很
好的鞭策和清醒剂。另外，一点想法：也许孤独才是人的本质。而中国文化恰恰最不提倡孤独，当然
也就不提倡追求生活和思想的独立和自由；而是把人放在（固定在）各种伦理关系（礼者，秩序、规
矩也）中束缚、保护（甚至以爱的名义）起来，所以中国没有科学（这里只谈科学，不论民主，民主
是另一话题）。这时蒋勋在《孤独六讲》中说的。

3。多方面的观察、应用和练习。不求甚解的学习将一无所获。我在中小学的时候，还是一个求甚解
（具体点就是学思结合，把不会的全弄懂、不放过，打好基础，循序渐进）的学习者，因此学习成绩
挺好（不过主要也是理科好，文科基础并不好）。
到了大学，也许是被管制教育压抑的各种天性释放出来的，也许是面对的知识和问题太多、太深了，
也许是缺少了老师、考试的压力，我有一种浮躁的、轻狂的、大跃进式的冲动，于是变得“好读书、
不求甚解”，浮皮潦草地读了很多文艺、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书（当然，必须承认这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如果一直用中小学的思路学下去，只会深而不博；另外，人文社会学科，没有立刻那么精确，
因为人和社会史非常复杂的，很多观点都没有定论，因此更需要发散思维，更需要了解历史，了解各
种观点，更注重思考）。
注意现在，我想重新回到“读好书、求甚解”的状态，至少我有优势，对具有了一定的好书的鉴别能
力。回到中小学状态，无可能，也无必要，毕竟那种有依赖，按指定内容的学习，只是一个基础，成
年的人，要担当起社会的哲人，面向更广阔和未知的领域。

3、《教育学是什么》的笔记-第15页

        “由于历史时空的长距离可能带来的背景和语言的障碍，会增加你阅读的困难，对此，我没有别
的办法，除了说抱歉之外，只能建议你要耐心地阅读。”学习人文学科。对我这个理科生来说，最大
的障碍就是“语言”和“历史”的基础不好。
尤其是英语不好（语言中蕴含着思维，我要争取能读原著，而非翻译和介绍作品），欧洲、美国的历
史不好。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中，应该很普遍。

4、《教育学是什么》的笔记-第7页

        1。历史的途径。很重要，一个“求甚解”的人，是要读一读经典著作的；但注意不要把思想僵化
了。
2。现实的途径。（1）教科书，就是“导游图”；（2）专著论文，就是“景点”。这里有一个选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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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什么》

题，要“读好书”。
3。理性的分析。
“通过教育学知识的学习，学习教育家怎样学习和思考。” 思考方法比知识本身更重要。这句话很有
内涵，张五常在《吾意》一书中反复强调（张五常是高手，我相信他，因为高手的经验总是好于低手
的夸夸其谈。当然这个道理也是张五常说的，不过我觉得这真的有道理，这是选择读物和老师的一个
基本原则）。需要我放在心上，凡遇事都注意体会。
“人类行为的特点是在做中思，思后再做，做后又思，思维是人类区别于灵长类其他动物的标志。只
有思维，人类才能摆脱本能的控制成为人。” 这就是帕斯卡说的：“人不过是有思想的芦苇，芦苇很
脆弱，但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全部原因，思想是人的全部尊严所在。”（大意）

5、《教育学是什么》的笔记-第11页

        启发式教育“不仅是授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学生思维。”“经过学生自己思考而获得的
东西，要更牢靠得多。” 这还是刚才说的思考方法比知识本身重要。 世上有很多高手、名师、大师
，而我们大部分人，总是缺少耐心，只想知道人家经过思考后得到的结论，却不想要那些带点曲折、
混乱、琐碎的思考过程。

对我来说，作为学生的时候，个体发展未到成年期的时候（参见“发展心理学”），是缺少思考、辨
别能力的，这时候受什么教育就很关键，但是很遗憾，我受的教育，或者说我这一代大多数人受的教
育，是专制（或者说轻一点，是管制）式的注入式的应试的教育，因此我的身上，总是缺少一些个性
、创造性，思想比较懒惰、依赖，行为比较消极、被动。 

我们总是有一种依赖，自己不去思考，总是要听别人的，尤其是家长、老师、领导、政府的，听得不
耐烦时，就逆反别人的。总之，要么是“别人的”，要么是“反别人的”。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非
别人的”，即“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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