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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学、“元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元研究”的认识与

思考

朱晓媛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宣威　650500

摘　要：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永恒的和普遍的范畴，何谓“元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元研究”，厘清这三者的区别与联系，

有助于更好地掌握教育的基本概念。本文从教育学基本理论的层面来理解“教育学是什么”，并从从历史演变的发生学角

度探讨教育学、元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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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什么？纵观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从不

同的角度加以探讨，无外乎于“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

理论的元研究”、“教育科学学”、“元教育学”、“教育

理论的元研究”等方面，但把这类研究统统归到“元”研究

之下是无争议的。人们在对教育学的批判与反思中 [1]，逐渐

开始对教育学展开元研究，形成了“元教育学”。

一、从教育基本理论的层面来理解“教育是什么？”

西方教育理论随着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其核心的

五个逻辑演进完整诠释了教育的基本概念。（1）教育意味

着工具—旨在目的。（2）教育意味着工具—旨在过程；即

教育与对象、自然之前的平行对应关系，即任何教育过程的

原则、方法、手段都必须适应自然。而教育过程的研究最终

“迅捷、有效”地实现教育目的。（3）教育意味着生活—

工具意义的反题，强调教育的伦理性；教育意味着生活推翻

了教育仅仅只是工具。这一命题的出现用强调课堂的丰富

性、人性、人的自由与创造性来反抗单纯把教育视为工具带

来的恶果。教育应该是真实生活，提心在人权受到尊重，也

就是在教育过程中保障受教育者的人权。但应该在不排斥教

育的工具性前提下坚持教育的生活性。（4）教育意味着事

实—价值意义的反题；即以教育事实、教育现象作为研究对

象，揭示教育存在的各种性质与功能。与价值研究的根本差

别在于立足于归纳逻辑，因而一般不提供普适性的判断。（5）

教育是什么—意义的困惑与辩护 [4]。“教育是什么”并不是

一种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认识，隐含了一种价值期待，

和对“教育应该是什么”的价值认识，其目的在于为教育活

动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导向与定位。

二、从历史演变的发生学角度探讨教育学

第一阶段：直觉观察时期。古希腊时期对方法论的追

求是笼统和模糊的，在近代科学产生前都属于直觉观察时

期。通过观察形成自己的哲学观或对教育核心问题进行系统

探讨，智者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针对“教育必要性”进

行哲学思考，从教育的功利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给出不同

的回答，但归其而言，不外乎指向教育对人类、社会、个人

意义问题。对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主要是观察、归纳等直观

方法，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偏重整体而忽视部分，偏重综合而

忽视具体分析。

第二阶段：以分析为主的教育研究时期。培根提出经

验论的归纳法，之后的卢梭把儿童个体发展的价值问题推到

教育研究中心，洛克把经验主义推向教育顶峰。这一时期的

哲学观仍是重要前提，心理学作为基础，研究中心问题集中

到学校教育的内部。

第三阶段：形成独立学科的时期。20 世纪杜威的实用

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教育理论，对近代形成的教育研究传统产

生巨大冲击，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教育理论逐渐形成以

心理学实验研究、教育实验研究、教育测量、心理测量、教

育调查等作为研究方法和调查手段的自然科学教育研究实

证模式，进而使教育实践进一步发展。另外，教育学的研究

重点一部人认为是研究“教师怎么教”，另一部分则强调要

研究“学生怎么学”。

第四阶段：现代教育与现代教育研究变革时期。不同

学科的相互渗透，教育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增强，促

进了综合的思维方式的发展。此外，现代科学促使教育学

逻辑方法向前发展。最后，教育学研究的复杂性、综合性

日益加强。

三、对元教育学的认识

“元教育学”是什么？首先我们得理解元理论的基本

观点。20 世纪初，元理论诞生于数学、逻辑学、哲学，乃

至到具体学科之中。唐莹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元理论 [2]，她认

为元理论是学术领域“自我反省”的萌动，任何一个学科的

元理论就是在进行自我反省，通过反省来试图证明、修正甚

至是否定自我。国外对于教育学的反思一直随着教育的发展

而随之展开，但“元教育学”的出现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到 90 年代二十年间，国内的很多学者，例如叶澜、

姚文忠、陈桂生、熊川武、郑金洲、郭元祥、唐莹等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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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教育学”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基于国内外不同学

者对它理解的不同角度为划分标准，“元教育学”的性质大

致可分为两种界说 [1]：第一种是认识论说。20 世纪 80 年代初，

布雷岑卡“元教育学”传入我国，对我国的教育学体系、教

育学元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教育学学科的科学化构建起

到了积极作用。第二种是反思说抑或是反审说。元教育学最

初始于 20 世纪初的“反审文化”，以西方分析哲学为基础。

陈桂生认为 [3]，所谓元教育学，指的是“对已经存在的教育

学陈述体系的反思”，通过元教育学的研究，不断进行检验、

修正、甚至否定重建。

教育学用“对象语言”陈述，元教育学用“元语言”

来陈述，也就是以陈述对象的语言为对象语言，把对象语言

作为分析对象的语言。元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理论或教

育学，但元教育学关注的是教育学的实质内容还仅仅只是形

式而已？唐莹 [2] 从从五个分析取向来看：逻辑—语言学的

分析取向；研究方法论的分析取向；历史学的分析取向；社

会学的分析取向；价值—规范的分析取向。元教育学的研究

任务有三个 [4]：一是说明教育理论是什么；二是提出教育理

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的标志和条件；三是以此为依据对当前

的教育理论研究进行思维层次上的批判。元教育学要肩负揭

露并批判教育学的缺陷，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思路的使命。

目前学者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元教育学属于“元理论”，

而且是超乎于教育学之上的 [3]。

四、对元教育学与教育学关系的探讨

关于元教育学与教育关系的探讨要追溯到二者所具有

的共同的逻辑起点，即教育问题，并充分思考二者共同的目

的，即促进教育实践。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特

殊。那么，“元教育学”是“教育学”吗？综合先前研究者

们的观点，可以分为两派，“一统观”与“超越观”。“一

统观”认为元教育学以教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元教育学本

身也是教育学。“超越观”则认为，不同于对教育研究进行

反思和回顾，元教育学是把教育学及其研究状态作为研究对

象和研究框架的教育学元理论，但又超越于教育学理论 [1]。

五、教育学的元研究与元教育学的关系的辨析

在教育学元研究中要注意不可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

教育学的任务混为一谈；教育学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而揭

示教育现象中的规律则是教育学的基本任务 [8]。因此，教育

学的元研究不完全等同于元教育学，教育学的元研究在范畴

上广于元教育学。另外，从字面上来看，元研究是一种活动，

而元教育学是一种理论，二者不可等同来看。而教育学的元

研究则是关于教育学对象、逻辑起点等反思类研究。但不可

否认的是，元教育学是教育学元研究中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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