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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独立性、普遍性：教育理论的三个层次

郭法奇

2013-08-14 09:50:00   来源：2013-8-14《中国社会科学报》 

   

  教育理论主要指解决教育问题时形成的概括性思想或者观念体系。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教育理论对教育问题的解释和影响

是不同的。当然，教育理论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其本身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制约。 

  按照教育思想和观念体系的发展程度，教育理论可以分为一定的层次。不同层次的教育理论反映了一定的发展水平。一般来

说，教育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现实性，即这种教育理论是否关注现实，并对现实有一定的解释力；二是独立性，即这

种关注现实的教育理论是否具有独立性；三是普遍性，即这种关注现实、具有独立性的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揭示和反映教育发展的

大趋势和规律性。 

  教育理论具有现实性 

  现实性是教育理论存在的基础，不关注现实的教育理论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 

  教育理论需要关注现实，但是完全服务或者依附于现实的理论也是有限的。这种理论比较注重教育行为的道德性，维护教育

活动的稳定性。由于它多是依据道德性和稳定性来解释和规范人的行为，缺乏对教育的发展或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的解释或者

前瞻性的预判，往往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完全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教育理论也是有问题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教

育理论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不是依附于现实，而是对现实有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教育理论，会让教育工

作者或感到茫然，无所适从，或空谈教育，追求一个空泛的、难以实现的目标。 

  教育理论具有独立性 

  强调教育理论不完全依附于现实及其客观性就是重视对新知识的追求，不断创新并获得新的解释，确立教育理论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教育理论发展的灵魂。教育理论如果只是寄希望于别的理论，而不愿意进行自我更新，那它只能是因循守旧、停滞不前

的。 

  教育理论缺乏独立性主要与教育知识缺乏明确边界有关。如有些教育理论往往局限在道德领域，或者把教育理论等同于道德

教育理论，常常表现为“道德至上”，以一种理论或者思想作为最高标准来规范或判断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使得教育实践往往

成为一种服务于单一德性的、规范的教育。 

  教育理论缺乏知识边界的问题并不是某一地域或文化的现象。西方教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美国杜威的教育理论多集

中于教育与经验关系的论述，而教育与经验之间又缺乏明确的知识划分和边界，结果形成的教育理论的基本命题是，教育就是生

长、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就是经验。这一理论把教育与生长、生活、经验的边界混淆了，难以发展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教育理论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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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教育理论不仅要关注现实、具有独立性，还要坚持普遍性，即能够揭示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合乎教育发展的规律性。 

  教育发展具有一定规律性。现代教育发展规律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一是现代教育是追求民主化、重视人人共享的、平等的

“统一性”的教育。它要求打破人为设置的不平等的藩篱，给每个人以同样接受教育的机会。二是现代教育是重视个体发展、尊

重个性和差异的“多样性”的教育。尊重个性和差异的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赋、潜能、兴趣和需要，在保证儿童教育机会均等的

基础上尊重儿童个人选择和兴趣，使每个儿童得到“多样性”的发展。三是强调教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不仅要尊重儿

童的教育机会均等，为儿童提供统一的课程，也要关注儿童个性发展和教育，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课程。四是现代教育不仅要

尊重儿童的选择和“多样性”发展，也应有“统一性”的约束性要求。在现代社会，教育发展所强调的“统一性”和“多样

性”，已成为各国制定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教育理论影响教育政策 

  教育理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影响教育政策来实现的。观察现实教育可以看到，教育政策对“应试教育”的制约力度不够，原

因之一就是“应试教育”背后也有一定的教育理论支持，从而导致教育政策对“应试教育”限制效果的打折。 

  教育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影响政策，也在于其解释性价值。以“应试教育”为例，支持“应试教育”的理论也是一种关注现

实的教育理论。不过，这种理论由于缺乏明确的边界，把具有丰富内容的教育等同于单一的“应试”，凡是与“应试”有关的就

加以重视，凡是与“应试”无关的就予以放弃，把复杂的教育过程简单化和功利化了。而“应试”的功能又在于“选拔”，选拔

的结果是追求“升学率”。于是，这一教育理论把“应试”、“选拔”和“升学率”捆绑在一起，把教育部门考核、学校教学管

理与家长为孩子择校结合在一起，使“应试教育”产生循环“效应”。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应试教育”及其理论的存在，尽管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要，但它不符合现代教育“统一性”和

“多样性”的要求，违背了尊重人和人的个性发展的规律。从长远看，学校和家长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它不仅损害了受

教育者，也违反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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