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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学科与专业、学科专业与行业专业既相互依存，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共同决定教
育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学科专业知识是学科、专业和社会行业实践发展的科学基础，社会行
业实践需要是学科、专业及其知识发展的不竭动力，提高认识和实践能力都是学科、专业及其知
识发展的目标。高等教育的专业划分、设置和人才培养应该是学科知识标准和行业活动性质标
准的结合，既满足学科发展及其对知识和人才的需要，又满足行业发展及其对人才和知识的需
要。但中国高等教育过去的专业划分和设置基本以学科为本位和标准，轻视满足行业实践需要；
重视学科专业、教育宏观实践和基本理论研究和教学，轻视满足行业专业需要和对教育教学实践
服务；与教育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教育、教师教育与注重理论和宏观研究的教育学学科教育
关系模糊，学科教育、教师教育组织及其教师长期游离于教育学学科之外；以自然科学的科学化
为评判标准评价教育科学和不能很好应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形成有效指导
教育实践的合理性教育理论而不断遭遇质疑；由于过分追求科学化、专门化和专业化，而远离大
众生活，不能很好应用于大众生活教育，造成许多严重问题。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才的质量
和数量有不同的需求，教育学发展必须根据社会发展需求，适时调整、改造专业结构和相互关系，
通过合理定位专业目标和优化专业结构、设置，持续强化学科专业与行业专业及其自身相互给予
有力支持的关系，解决实然轨迹与普遍逻辑的矛盾，提高创新能力和教育质量，满足社会需求，促
进教师教育、中小学教育等各层面教育的科学发展及其对教育学学科和专业的需求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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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学 在 近 现 代 的 发 展 中 一 直 存 在 着 质 疑。
之所以质疑是因为它存在许多不科学的层面，之所

以发展是因为社会需要它，它在随着社会和教育的

发展而不断自我调整和改造。教育学改造包括许

多层面，其中学科与专业改造具有关键性作用。学

科及其专业与行业及其专业既相互依存，又不能相

互替代，它 们 共 同 决 定 教 育 培 养 人 才 的 质 量 和 数

量。学科及其专业决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的质量

和数量，行业及其专业决定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

质量和数量。学科、专业知识是学科、专业和行业

实践发展的科学基础，行业实践需要是学科、专业

及其知识发展的不竭动力，提高认识和实践能力都

是学科、专业及其知识发展的目标。高等教育的专

业划分、设置和人才培养应该是学科知识标准和行

业活动性质标准的结合，既满足学科发展及其对知

识和人才的需要，又满足行业发展及其对知识和人

才的需要。中国高等教育过去以学科为本位和标

准的专业划分和设置造成许多严重问题。社会发

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有不同需求，教
育学发展必须根据社会发展需求，适时调整、改造

专业结构和相互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
变革对教育学发展中的改造、变革提出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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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必须通过合理定位专业目标和优化专业结

构、设置，持续强化学科与行业、学科专业与行业专

业及其自身相互给予有力支持的关系，解决近现代

中国教育学发展实然轨迹与世界教育学发展普遍

逻辑的矛盾，加强科学研究及其与实践的结合，提

高创新能力和教育质量，满足社会需求，促进教师

教育、中小学教育等各层面教育的科学发展；通过

持续提升社会对教育学的强烈旺盛需求，赢得社会

支持，体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持续健康发展。

一、学科和专业的关系和分类

学科是科学知识的分类，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

系，不同性质的学科有不同的知识体系、目标追求、
教学和研究内容、方式和成果。行业是社会活动、
劳动性质的分类和职业分工，不同的社会活动和劳

动性质分为不同行业和职业，有不同的活动目标、
方式、过程和成果。专业有行业专业和学科专业。
学科专业从属学科知识体系，学科及其专业的目标

是知识的发现、创新和培养专门人才，是以知识形

态的成果服务于社会，通过培养各级各类专业人才

促进社会发展。行业专业从属劳动性质分类和社

会职业分工，行业及其专业需求和分类也是学科及

其专业分类、设置和发展的重要根据。学科知识是

学科及其专业和行业及其专业的科学基础，国民经

济和社会文明健康发展是学科及其专业和行业及

其专业的最高目标和根本动力，学科专业和行业专

业需求和分类共同决定高等教育专业分类和设置、
结构、培养人才的目标和措施。学科及其专业决定

教育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行业及其专业决定社

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质量和数量。高等学校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核心活动都是以社会

分工、学科 知 识 和 专 业 结 构 三 位 一 体 的 组 织 形 态

展开。
专业结构首先是专业分类和设置结构，然后是

专业目标和课程体系结构等。专业结构的合理性

首先是学科与行业关系的合理性，然后是学科专业

结构与行业专业结构自身关系的合理性，再次是学

科专业结构与行业专业结构相互结合和给力关系

的合理性。促进学科与专业相互给力的实质和目

标是，形成学科及其专业与行业及其专业等各层面

相互持续紧密结合和给力的关系。高等教育发展

如果只重视学科建设，轻视专业建设，使学科代替

或脱离行业和学科专业、学科专业代替或脱离行业

专业，不仅会削弱学科发展的专业知识基础，而且

会使学科发展脱离社会及其行业需求依据和动力，
成为为科学而科学的象牙塔知识体系。如果只重

视社会需求，轻视学科及其专业建设和科学创新、
知识积累和传播，使行业代替或脱离学科、行业专

业代替或脱离学科专业，行业专业发展就会丧失科

学知识和学科专业能力的依据和动力，沦为缺乏科

学含量的一般职业。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专业结构

基本是以学科知识体系为核心、与行业专业分类缺

乏联系的专业结构。以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与行

业专业分类紧密联系的专业性研究生教育刚刚起

步，还存在许多问题。本科教育的专业分类和设置

实际上是学科专业与行业专业的结合，但理论依据

很不清晰。
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于１９８４年

首次发布，分别于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２年修订，２０１１年

第三次修订。１９９４年 国 家 统 计 局 划 分 的 行 业 有：
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

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

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等１６个。２００２年的修订把

教育，住宿和餐饮，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娱

乐，国际组织从其他行业中划分出单列，比１９９４年

增加４个 行 业。２０１１年 的 修 订 只 是 对２００２年 的

划分作了个别微调，提前了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

饮业的排列次序，有：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

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娱乐业，公
共管理、社 会 保 障 和 社 会 组 织，国 际 组 织 等２０个

行业。

１９９２年国家技 术 监 督 局 发 布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共设自然科学、农
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等五个门类、５８个一级学科、５７３个二级学科、近

６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总第２３８期）



６０００个三级学科或专业。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

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包括哲学、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

学和管理学等１２个学科门类，８９个一级学科，３８６
种二级学科或专业。这种学科及其专业分类基本

与行业及其专业分类没有关系，根本依据是学科知

识体系。
为了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使研究生教

育与行业及 其 专 业 紧 密 结 合，１９９０年 国 务 院 学 位

委员会批准设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建筑学

学士和硕士、法律硕士、教育硕士、工程硕士以及临

床医学硕士和博士等六种专业学位。此后专业学

位教育迅速发展，到２０１１年，我国专业博士有，教

育、口腔医学、兽医、临床医学和工程等５种。专业

硕士有，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

产评估、审计、法律、社会工作、警务、教育、体育、汉
语国际教育、应用心理、艺术、翻译、新闻与传播、出
版、文物 与 博 物、建 筑 学、工 程、城 市 规 划、农 业 推

广、兽医、风景园林、林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

共卫生、护理、药学、中药学、军事、工商管理、公共

管理、会计、旅 游 管 理、图 书 情 报、工 程 管 理 等３９
种。专业学士有建筑学１种。专业学位教育基本

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干领域，目前，具有

研究生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５０９个，硕士授

权点２６７９个，博 士 授 权 点６６个，累 计 招 生 超 过

１００万。原则上 招 收 大 学 本 科 后 有 一 定 专 门 职 业

实践经验的 人 员，２００９年 个 别 专 业 开 始 招 收 应 届

本科毕业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于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 和２０１２年 进 行

三次 大 规 模 调 整。第 一 次 修 订 后 的 专 业 种 类 由

１３００多种调减到６７１种。第二次修订后的学科门

类有１０个，管理学从属各学科门类，艺术学从属文

学门类，专业种类为５０４种。第三次修订后的学科

门类有１１个，增加了管理学门类，专业类７１个，专
业种类由５０４种调减到２４９种。第四次修 订 后 的

学科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１２
个，增加了艺术学门类，专业门类和种类增加到９４
个和４６９种①。

二、教育行业、学科和专业的分类

知识、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专门性在很大程度上

是相对的。根据专门的层次可分为行业和学科、职
业和专业以及专业方向。行业和学科是不同劳动、
活动性质和知识体系相互区别和相同劳动、活动性

质和知识体系相互联系的专门性，职业是相同行业

不同活动和知识的专门性，专业是相同职业不同活

动和知识的专门性，方向是相同专业不同活动和知

识的专门性。
学科与行业并非完全对应，哲 学、文 学、数 学、

化学等各学科，不直接应用于其他行业就是科学研

究行业，直接应用于各种专门活动就属不同行业。
教育学应用于教育研究就是科学研究行业，应用于

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等活动就是教育行业。教育

行业包括许多专业，但是，正像哲学是一切科学之

母一样，教育活动及其必备的教育学知识是连接和

统合教育学科各专业和教育行业各专业的纽带和

根本。教育学专业分类和设置究竟是以学科还是

行业为依据，抑或以服务学科发展和社会及其教育

行业发展两者为目的和依据的有机结合，存在许多

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发展势头是以服务

学科发展和社会及其教育行业发展两者为目的和

依据的有机结合。
（一）教育行业划分

１９９４年国家统 计 局 发 布 的《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中，国家标准教育行业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其他教育五大类，
有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中等专业学校、普
通中学、农业和职业中学、技工学校、成人中等学校

和工读学校，小学校、成人初等学校，学前教育、特

殊教育和其他教育等１３种专业。

２００２年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其中国 家 标 准 教 育 行 业 有 学 前 教 育、初 等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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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五大类，有学前

教育，初等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中等专业教

育、职业中学教育、技工学校教育和其他中等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职业技术培训、特殊

教育和其他未列明的教育等１３种专业。

２０１２年国家统 计 局 发 布 的《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国家标准教育行业有，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

等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和技能培训、教育辅助

及其他教育等６大类职业，有学前教育，普通小学

教育和成人小学教育，普通初中教育、职业初中教

育、成人初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成人高中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
特殊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体校及体育培训、文化艺

术培训、教育辅助服务和其他未列明教育等１７个

专业。
（二）教育学学科专业与教育行业专业的区别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中国研究生教育专业分类

和设置完全以学科为根据。１９９２年国家技术监督

局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教育学有教育

史、教育学原理 、教学论、德育原理、教育社会学、
教育 心 理 学、教 育 经 济 学、教 育 管 理 学、比 较 教 育

学、教育技术学、军事教育学、学前教育学、普通教

育学（包括初等和中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

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和教育学其

他学科等１８个二级学科或专业。

１９９７年 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国 家 教 育 委 员 会

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目录》教育学类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和体育学。
教育学一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

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

学等１０个二级学科或专业。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中 国 开 始 实 行 行 业 专 业 研 究

生教育。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教育的专业就是根

据行业专业分类设置的专业，是相对于学科专业而

言的行业专业。据此把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学科型

和行业型 比 目 前 划 分 为 学 术 型 和 专 业 型 更 合 适。

１９９０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议批准的教育专业硕士

只有教育管 理１个 专 业。２０１２年 有 教 育 管 理、学

科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思政、语文、
历史、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现代教育技术、小学

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及科学与

技术教育等 近２０个 专 业。２０１２年 在 北 京 师 范 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等６所部属师范大学开

始招收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招收

的首届免费师范本科生有８０％左右将攻读各个专

业的教育硕士。

２００８年国务院 学 位 委 员 会 审 议 通 过《教 育 博

士专业学位 设 置 方 案》，２００９年 北 京 大 学、清 华 大

学和北京师 范 大 学 等１５所 学 校 开 始 招 收 教 育 博

士，招生专业领域暂定为学校课程与教学、学生发

展与教育、教育领导与管理三个领域。
（三）教育学本科专业分类是学科专业与行业

专业的结合

１９９３年教育部 颁 布 的《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目录》教育学门类有教育学类、思想政治教育类

和体育学类。教育学类包括教育学、幼儿教育、特

殊教育、教育管理、教育技术学。

１９９８年教育部 颁 布 的《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目录》教育学门类有，教育学类和体育学类。教

育学 类 包 括 教 育 学、学 前 教 育、特 殊 教 育、教 育 技

术学。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 教 育 部 批 准 设 置 的 目 录 外

专业和试点专业教育学类有小学教育、艺术教育、
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言语听觉科学。职业技术教

育类专业有农艺教育、园艺教育、特用作物教育、林
木生产教育、特用动物教育、畜禽生产教育、水产养

殖教育、应用生物教育、农业机械教育、农业建筑与

环境控制教育、农产品储运与加工教育、农业经营

管理教育、机械制造工艺教育、机械维修及检测技

术教育、机电技术教育、电气技术教育、汽车维修工

程教育、应用电子技术教育、制浆造纸工艺教育、印
刷工艺教育、橡塑制品成型工艺教育、食品工艺教

育、纺织工艺教育、染整工艺教育、化工工艺教育、
化工分析与检测技术教育、建筑材料工程教育、建

筑工程教育、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装潢设计与工

艺教育、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食品营养与检验教

育、烹任与营养教育、财务会计教育、文秘教育、市

场营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管理等３７个。

２０１２年教育部 颁 布 的《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目录》教育学门类有教育学类、心理学类和体育

学类。教育学类有教育学、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教
育技术学（可授教育学、理学、工学学位）、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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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授教育学、艺术学学位）、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特殊教育。其中林木生产教育、特用动物教育、农

业机械教育、农业建筑与环境控制教育、制浆造纸

工艺教育、印刷工艺教育、橡塑制品成型工艺教育、
纺织工艺教育、染整工艺教育、化工工艺教育、化工

分析与检测技术教育、建筑材料工程教育等１２个

目录外专业由于实际无布点而撤销。

三、教育学学科和专业的发展逻辑、轨迹和问题

逻辑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则和客观规律，或人

应该遵循的事物发展的规则和客观规律，轨迹是物

事发展的实际过程和结果。教育学的逻辑是教育

学的理论思维规律，教育实践的逻辑是教育实践活

动和教育发展的规律。教育学的逻辑还有教育理

论与教育实践结合、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教

育实践提升为教育理论的逻辑。教育理论与教育

实践结合不仅应该是教育理论研究内容、方式与教

育实践内容、方式的结合，而且首先应该是学科专

业和行业专业层面的结合，是培养人才目标和类型

的结合，然后才是教学、研究方式的结合。研究发

现，中国现当代教育学学科和专业的发展轨迹与世

界教育学学科、专业分类和设置发展的逻辑存在许

多矛盾。
（一）在以研究和服务教学实践为核心基础上

全面促进教育学学科和专业发展是世界教育学学

科、专业分类和设置发展的逻辑，而重视学科专业、
教育宏观实践和基本理论研究和教学，轻视行业专

业、逐渐减少对教育教学实践服务则是现当代中国

教育学发展的轨迹和存在的问题。
有人类就有教育，就有关于什么是教 育、为 什

么教育、教育什么和怎么样教育等问题的认识和思

考，但教育学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从近代开

始的。世界主要国家教育学学科和专业关系发展

逻辑是从一种理论或学说到一门课程再到一个专

业和学科，从主要为雄辩术和教学艺术或ｐｅｄａｇｏ－
ｇｙ，如古代昆体良的《雄辩术》、近现代夸美纽斯的

《大教学论》和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到在重视教

育教学 艺 术 基 础 上 重 视 全 面 认 识 教 育 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如近现代杜威和布鲁纳等的著作和思想。突

出行业专业分类和设置，以学科专业服务于行业专

业是现代世界各国处理学科专业和行业专业关系、
现代世界著名大学教育学院专业和课程设置的显

著特征。二 战 后 美 国 专 业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 迅 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占硕士学位授

予总数 的５５％以 上。哈 佛 大 学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度

授予学 位 总 数 为６７９１个，其 中 学 术 型３６％，专 业

型６４％。目 前，在 工 商、教 育、工 程 和 护 理 等 领 域

很多行业，硕士专业学位成为进入行业、个人发展

提升的重要依据。英国的硕士和博士也都按研究

型和专业型两个导向培养。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８年，每

年授予 的 课 程 型 研 究 生（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ａｕｇｈｔ）专

业学位占授予研究生学位总数的比重平均为７５％
左右①。

重视学科专业分类和设置，轻视行业专业分类

和设置是中国现代教育学科分类和设置的基本特

点。本科、硕士、博士教育都主要是学术型，学校和

课堂教育教学实践专业只是全部学科专业分类的

几十分之一。１９９２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学科

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教育学类，教育学一级学科的

１８个二级学 科，有 十 个 以 上 是 教 育 教 学 及 其 管 理

基本理论的学科和专业，只有教学论、普通教育学

中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等五六个二级学科和专

业可能包括学校和课堂教育教学实践的学科和专

业，而事实上主要是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基本理论的

学科和专业。多年来，学科教学论的研究生教育对

中小学教学实践研究和教师教学素质提高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在教育学学科和专业中基本处于次要

地位。１９９７年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国 家 教 育 委 员

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

科、专业目录》，教育学一级学科有１０个二级学科，
只有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可能包括学科课程与教学

论专业。１９９８年 教 育 部 颁 布 的《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专业目录》，教育学类包括教育学、学前教育、特

殊教育、教育技术学，基本没有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近年来，中国教育 学 本 科

专业目录和硕士教育都加大了行业专业教育比重。

２０１１年教育部 颁 布 修 订 后 的《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９郝文武　改造教育学：促进学科与专业相互给力

① 谢桂华：《专业学位：为高层次应用人才奠基》，《中国教育报》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杨玉良．国务院学位办主任、中科

院院士杨玉良就硕士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答记者问，教育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２００９－３－３。



专业目录》教育学门类的教育学类专业把主要培养

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和教学人才的教育学各个专

业合并为一个专业，统称教育学，专门设置了培养

学科教学专业人才的科学教育、人文教育、艺术教

育等专业。硕士教育要求学科型和行业型结合，两
者招生比例达 到１∶１。但 这 只 是 刚 刚 起 步，许 多

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二）教育学专业人才逐渐统一于教育学学科

和专业是世界主要国家教育学发展的逻辑，而与教

育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教育、教师教育与注重

理论和宏观研究的教育学学科教育关系模糊，学科

教育、教师教育组织及其教师长期游离于教育学学

科之外则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学与教师教育关系发

展的轨迹和存在的问题。
伟大的教育家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具有系统的

教育学知识，而在于以独特的见识引领和推动教育

实践的发展，为教育学知识体系奠基和领航。但一

般人要成为合格和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掌握

教育学基本知识。知识的分类和专业的专门都是

相对的，任何学科都是以某种知识体系为核心由众

多知识成分组成的知识体系，任何专业都是以某种

知识体系和社会活动为核心由众多知识成分组成

的专门活动和职业。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基本可分

成四个层面：每个人都需要的公民知识、同一行业

需要的行业公共知识、同一学科需要的学科知识、
不同行业和专业需要的专业知识。人们在中小学

和社会活动中学习的知识都是公民知识，所有行业

专业人员在大学和其他专业和职业教育普通公共

课教学中学习的知识是行业公共知识，在学科公共

课教学中学习的知识是学科公共知识，在学科专业

和行业专业教学中学习的知识是学科和行业专业

知识。
教育行业的专业人才是以公民知识、行业和职

业公共知识为基础，以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学专业

知识为核心知识的专业人才。一个人缺乏数学、语
文等学科专业知识就无法从事教师职业，成为合格

教师；一个人缺乏教育教学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同

样无法 从 事 教 师 职 业，成 为 合 格 教 师。很 难 说 数

学、语文等学科知识和能力是教师的本体性或必要

条件知识和能力，教育教学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是

教师的条件性知识和能力或充分条件知识和能力，
教育知识没有充分必要条件知识。

学科、专业 的 设 置 不 仅 与 知 识 的 分 类 紧 密 联

系，也与知识的来源途径有紧密关系。教师需要的

学科知识无疑来源于学科教学，但教师的教育教学

知识和能力究竟是来源于其他学科及其专业的教

学和研究，还 是 教 育 学 学 科 及 其 专 业 的 教 学 和 研

究，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安排。现当代世界主要国家

的学科教育和教师教育都是分离的，教师教育是在

学科教育本科后对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者的教育。
从事教师教育和学科教学论的教师都属于教育学

科和教育学院。世界各国的这种安排设置目的无

疑是为了促进教育研究者、教师教育者和未来教师

的学科专业的发展和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但中

国现当代学科教育和教师教育与教育学教育的关

系长期模糊，由于担心学科教学论教师及其教育对

象离开学科教育学院而影响其学科专业发展，而长

期游离于教育学学科之外。这不仅致使许多从事

学科教学论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既没有中小学教学

经历，又没有教育学学科和专业的经历和知识，学

科专业水平难以与学科教育教师相比而在学科专

业中被认可，教育学知识和研究水平难以与教育学

专业教师相比而在教育学学科中被认可，而且制约

着大学学科教学论教师和中小学教师乃至教师整

体素质的提高，最终结果是影响了各个层面教育的

发展。
（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学发展的逻辑

是持续促进教育发展的合理性，而以自然科学的科

学化为评判标准评价教育科学，又不能很好应用自

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形成有效指

导教育实践发展的合理性教育理论，因而不断遭遇

质疑，这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学发展的轨迹和存在的

问题。
教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发展的 学 问。关

于人的发展，虽然在历史上甚至现实中有遗传决定

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决定论等不同认识，但重视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则是现代人的基本态度

和行为方式。想要登上月球就要了解月球，想要充

分利用太阳的光辉就要认真认识太阳的本质和意

义，想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和做好教育工作就要

认识教育、研究教育。近代以来，教育学虽然在不

断发展壮大，但由于人们对科学涵义、价值的认识

不同和教育学存在不科学或不完善的层面，因此，
对教育学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实用性有许多不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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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学科和专业分类、设置和建设的核心是专业知

识的创新和传播，最终是专业人的培养和发展。改

造教育学，优化教育学专业结构必须对教育学知识

的性质、价值、目标、形成的方式和评判的标准有科

学的认识。
从广义说，人以科学态度和方式对自 然、社 会

和人自身等层面的系统认识就是科学或者科学研

究，但不同学科又有不同认识。自然科学认为把人

当作自然对象进行研究是科学的，但哲学社会科学

和教育学认为这不科学，科学研究必须把人当作社

会人研究。自然科学认为能实验、数量化和重复的

研究方式是科学的，但哲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研究

不仅许多不能实验、数量化和重复，而且认为即便

如此也未必是科学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有效结合才

是科学研究的科学方式。自古以来普遍认为，实事

求是是科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其实实是求事也是科

学研究的科学态度。科学研究既需要抽象、归纳，
也需要假设、猜想、演绎，不仅要追求是什么和合规

律性，而且要追求应该是什么和合目的性。包括教

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直接目的不仅是

认识、知识、理论的科学化，也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

性有效结合的合理性。
教育学能否归属科学范畴和是否达到科学水

平是两个不同概念。教育学属于科学范畴不等于

已经达到科学水平。研究对象、知识或理论体系和

研究方法是构成学科及其研究的三个基本要素，教
育研究是以科学态度和方式对教育存在的系统认

识，不仅具有确定的对象和任务，也具有科学方法。
所有科学的直接目的都是认识、知识、理论的科学

化，终极目标都是社会和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科

学化都是一 个 漫 长 的 过 程，没 有 天 生 为 科 学 的 科

学。教育学是关于培养人和教育发展、教育活动的

系统知识和科学化、合理性学问，终极目标是培养

人、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人是世界上最复

杂的存在，教育活动与自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等

都有紧密关系，是比世界上其他活动复杂许多倍的

复杂活动。教育学的科学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绝不是一劳永逸的科学化后再促进教育发

展，而是在不断促进教育发展中不断科学化的，事

实上自古以来人类积累的丰富教育学知识对教育

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自然科学的简单标

准评价和怀疑教育学的科学性，认为它不科学；以

恨铁不成钢或自暴自弃心态怀疑教育学的科学性，
认为它已经或正在走向终结①，不仅会损害教育学

的发展，也会影响教育发展，祸及子孙后代。
任何知识都有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科学和学

术知识与实用知识和技术之分。大众知识是大众

在社会生活中积累和需要的知识，是对事物某些层

面的认识。专业知识是正在和准备从事专门职业

的专业人才在专门的教育、研究和实践中掌握和需

要的知识，是对事物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科学和

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和发明全面系统的认

识和知识，把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实际

变成实用知识和技术也是重要目的。但从生活需

要到科学创新再到实际应用，不仅并非立竿见影，
而且重大科学创新和实用性转化需要较长时间，甚
至投入毕生精力和几代人的努力，也可能需要长期

远离实践。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知识同样如此，实用

是重要目的，但全面提高教育专业人才和普通大众

的教育素质则是全面目的。以大众认识和知识代

替专业认识和知识对教育发展造成的损失在历史

和现实中都屡见不鲜。把教育学仅仅看成实用学

科，把教师教育简单化为教师技能训练，不仅会使

教育学专业人才工匠化，而且也是应试教育等一切

急功近利教育的根源。
（四）始终与大众生活紧密结合是教育学发展

的本然逻辑，而由于过分追求科学化、专门化和专

业化，逐渐远离大众生活则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学发

展的轨迹和存在的问题。
教育对象虽然包括所有人，但主要是有较多经

验的人对经验较少的青少年的教育，所以，教育学

知识主要是指导、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知识。教

育学课程主要是为将来专门从事教育行业的学生

和正在从事教育职业的专业人才开设的课程。教

育主要是对他人的教育，但自我教育也是重要组成

部分，无论男女老幼，任何人的自我教育别人都不

能代替，大 学 生 还 面 临 着 成 家 立 业 教 育 子 女 的 问

题，所以在中小学和非教育学专业的大学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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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他课程渗透教育学知识甚至专门开设教育

学课程很有必要。不仅如此，所有人通过学习教育

学知识了解古今中外教育发展也很有必要。然而

近现代以来，教育学发展越来越专门化和专业化，
越来越远离大众生活，不仅在大众读物中教育学知

识越来越少，甚至很多中小学教师不知教育学及其

学科、专业为何物。远离大众化的专业化就是远离

和拒绝社会广泛需求和支持的专业化，这不是科学

的专业化。为了实现科学的专业化，现当代中国教

育学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好专业化与大众

化的关系。
古代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修身养性，四书五经等

高级读物不必说，就是《三字经》、《千字文》、《弟子

规》、《神童诗》等蒙童读物也无不渗透大量教育学

知识。《三字经》前几段全部都是有关教育问题的

叙述。“人之 初，性 本 善。性 相 近，习 相 远。苟 不

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

不学，断机杼。苟季和，有义方。教 八 子，名 俱 扬。
养不教，父 之 过。教 不 严，师 之 惰。子 不 学，非 所

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
知义。”这８９个字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无以复加

的程度。《弟子规》写道：“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夸，
成何人？但 力 行，不 学 文，任 自 见，昧 理 真。读 书

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未

终，彼勿起。宽为限，紧用功，功 夫 到，滞 塞 通。心

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神童诗》共六十

一篇，有十四篇是劝学的。一至五篇分别是，“天子

重英豪，文 章 教 尔 曹。万 般 皆 下 品，惟 有 读 书 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

人。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 用，谁 笑

腹中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 怀 宝 剑，
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

种，男儿当自强。”古代社会重视教育学知识传播的

态度和方式现当代社会无法比拟，现当代社会很有

必要学习古代人重视教育学知识的态度和传播教

育学知识的方式。

四、当代中国教育学专业改造

和学科建设的实践策略

　　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有

不同的需求，当代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变革对教

育学学科和专业化发展中的改造、变革提出强烈要

求。教育学必须通过合理定位专业目标和优化专

业结构和设置，持续强化学科与行业、学科专业与

行业专业及其自身各专业相互给予有力支持的关

系，解决近现代中国教育学发展实然轨迹与世界教

育学发展普遍逻辑的矛盾，加强科学研究及其与社

会实践、教育实践的结合，提高学科及其专业创新

能力和教育质量，满足社会及其行业对专业人才的

需求，促进教师教育、中小学教育等各层面教育的

科学发展。社会需要是科学和学科及其专业发展

的根源，教育学必须通过提升社会及其教育行业对

教育学知识的持续强烈旺盛需要，赢得社会支持，
体现自身的价值，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

（一）全面认识教育学发展普遍逻辑，着力解决

教育学长期形成的关键问题

教育学改造包括许多层面，其中学科与专业改

造具有关键性作用。教育学学科与教育行业、教育

学学科专业与教育行业专业及其自身各专业能否

形成持续紧密结合和相互给力关系，不仅是教育理

论与教育实践结合的问题，而且是教育理论和实践

与社会实践、教育行业结合的问题。中国近现代教

育学学科专业和教育行业专业关系发展轨迹、教育

学专业人才组织轨迹、教育学评判轨迹和教育学普

及轨迹不仅与近现代世界教育学发展逻辑和中国

古代教育学发展逻辑存在矛盾，也不能适应中国现

当代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要求。这既有教育学及其

依存的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教育的需要等原因，也
有人们对教育学发展逻辑认识不够的原因。无论

何种原因，当代中国的教育学必须根据社会和教育

发展需求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造，必须全面深刻认识

近现代世界教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解决近现代中

国教育学发展实然轨迹与世界教育学发展普遍逻

辑的矛盾问题。
（二）调整和优化学科和专业结构，不断加强教

育学学科和教育行业专业相互给力关系

教育学学科知识是教育学学科及其专业和教

育行业及其专业发展的科学基础，但创新和传播教

育学知识的教育学学科及其专业不仅是教育行业

众多专业中的一个专业，而且是以促进教育行业发

展为终极目标和最高评价标准的。教育学专业是

学科专业与行业专业结合的专业，其结构是教育学

学科知识及其创新、传播与教育行业实践、知识应

用相结合的、共同决定的专业结构。合理定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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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优化专业设置的原则是根据学科及其专业

需求和行业及其专业需求确定专业种类和结构，根
据学科及其专业创新水平与其促进行业及其专业

发展的效果水平评判学科及其专业水平，根据学科

及其专业创新成果在行业及其专业中的应用和推

广水平评判行业及其专业水平。
教育行业包括教育研究和教育教学活动等各

层面的职业和专业。教师职业和专业包括高等、中
等、初等和学前幼儿教师等职业及其数学、语文教

育和科学、人文教育等专业，各级各类教育管理职

业和专业。教育行业还包括教育政策、知识和技术

咨询，教材课本编审出版，教育技术和信息服务，教
育教学设施服务，教育培训和辅导等专业。数学、
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和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从
学科角度讲，是一级、二级学科及其专业。从行业

角度讲，它们本身不是行业，只是学科研究行业中

的一个学科或专业、方向。而数学、语文和科学、人
文等教学 教 育 则 是 教 育 行 业 的 核 心 或 主 体 专 业。
教育学学科及其专业绝对不应自我封闭在不解决

任何教育教学具体问题、当然也是任何从事教育行

业的人都需要的一般知识的教学和研究中作茧自

缚，应该加强行业专业需求的专业设置和应用性人

才培养，加强一般知识在学科教学和学校教育教学

实践中的推广应用，由主要培养教授教育学的教师

和教育科研才人转化为同时重视培养教授教育学

的教师和教育科研才人与培养掌握学科知识、教育

知识、有较高教学和研究能力的中小学和大学教师

的目标和数量定位上来；应以教育行业主体专业为

核心，通过全方位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为社会提供

全方位优质服务，满足和引导社会需求，赢得社会

支持，体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
（三）优化教师队伍组织结构，持续提高教育学

专业教师教学和科研整体能力

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教师教育、中小学 和 大 学

教育教学的教师都归属教育行业，都应有教育学的

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也都应归属于教育学专业组

织。学科教学论教育、教师教育与教育学学科及其

专业关系模糊，其组织及其教师长期游离于教育学

学科之外是传统师范教育的产物。
教师教育本科以上高学历化、综合化、开 放 性

和一体化既是世界各国教师教育发展的逻辑，也是

中国教师教育发展趋势和师范大学的诉求。这种

发展趋向标志着各层面的教师原来完全或主要由

师范教育来培养变为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共同培

养，教师教育和教师入职学历的最低起点是大学本

科，教师职后培训成为教师教育的重要任务。这要

求师范大学由原来培养教师的唯一职能转变为教

师教育和综合教育的两种职能，使教师教育成为一

个重要部分和主要特色。这也要求师范大学的教

育学学科、教师教育与学科教育的学科建设、专业

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过程逐步分离，各学科学院集

中力量做好各学科教育工作，由教育学院等机构代

替原来师范大学职能集中力量做好教师教育工作。
这还要求教育学学科及其专业教师组织有相适应

的新的安排，通过优化教师队伍组织结构，持续提

高教育学专业教师教学和科研整体能力。
教育学专业人才究竟采取何种安排和编制更

利于教师、学生发展和教师教育、教育研究，理论和

实践的证明都很有限，只能根据世界主要国家的经

验，从两利取其重和两害取其轻来评判和选择。鉴

于历史原因和现阶段的各种矛盾，中国教育学学科

和专业教师的统一组织安排和编制的最佳选择和

合理进程是以教育学院为核心，积极主动而不是拖

延迟缓和无奈地逐步实现最终目标。
（四）改进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加强科学研究

及其与实践结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专业教师是高等教育专

业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促进教育学学科及其专

业与教育行业及其专业的相互结合和给力，必须落

实到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重视教育基本理论和宏

观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与学科教学和学校发展等微

观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教学和研究的紧密结合，努力

全面和持续提高教育学专业人才，特别是教育行业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学学科和专业包括教师教育专业，又不等

于教师教育专业，更不等于教师技能训练。教育学

专业教育必须在全面掌握扎实知识的基础上，根据

专业要求加强教育科学研究。面向实践的教育研

究和各层面的教师教育教学都必须深入学校教育

实践和课堂教学一线，加强课堂教学研究，加强针

对性和实践环节，根据本科和研究生教学、职前培

养和职后培训等不同层面的对象、目标和需求，形

成相应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教学，改变教育学教学千

篇一律和学术化、肤浅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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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教育学知识的普及，不断提高全民教

育素质

教育素质是教育人、培养人的素质，包 括 重 视

教育、奉献教育和支持教育的精神，从事教育教学

工作、促进教育发展的理论知识和能力与实践知识

和能力，有效教学和学习的理论知识和能力与实践

知识和能力。促进教育学学科专业与教育行业专

业相互结合和给力，既要加强教育研究，提高专业

人才的教育素质，也要大力普及和推广应用教育学

知识，提高全民的教育素质。

（责任编辑　刘伟　责任校对　刘伟　胡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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