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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元”的概念 

1．关 于“元 ”的语 义 关 系 

“元”的英语 形式是 “rneta”，它不 能独立 成词 ，而 

是用 作 构 词 的 前 缀 ，表 示 “在 ⋯ ⋯ 之 后 ”、“超 

越 ⋯ ⋯ ”之 意 。 

在现代英语 中 ，“新 陈代谢 ”翻译为 “metabolism”， 

牛津《现代高级英 汉双解 辞典 》的解 释如下 ：“process 

by which food is built up into living matter or by which 

living matter broken down into simple substances．”无 论  

是“制 造食物 ”还是 “衰变为 简单物质”都是在生命存 

在的前提下展 开 的 。因此 ，这 个单 词 除 了表示 生命 

延续 的基 本 内容之外 ，还 表现 了一种“在什么之上怎 

么 样 ”的语 义 关 系 。 

在古典 英语 中就 已出现 了“metaphysics”一词 ，有 

的说 是 后 人 在 整 理 亚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时 ，使 用 
“

rr~ta”加 之 “physics”用 以 表 明 此 处 所 集 是 亚 氏 

Physics~后 的作 品 ，此处 的 “meta”表示 时 间上 的先 

后关 系 ；有 的说亚 氏采 用这 一词 汇 的意 思就 是对 具 

体物理现象 的超 越 ，旨在探讨 超 经验 世 界 的终极 原 

理 。此处 的“meta”表示学 术 的抽 象 与超越 。无 论是 

哪一种说法 ，都 同样证 明 了“meta”表示 “在 什么 之上 

怎 么样 ”上 的语 义 关 系 的 功 能 。 

2．关 于 “元 理 论 ” 

用 “元 ”的概 念来 修饰 “理论 ”，突 出表现 了相关 

理 论 的“在 什 么 之 上 怎 么 样 ”的 功 能 特 征 ，即 理 论 的 

超 越 性 。 

“元 理论 ”并 不 是 一 种 面 对 某 一现 象 的理 论 体 

系 ，而 是 针 对 众 多 理 论 体 系 的更 高 的 理 论 体 系 。 

“元理论 ”产生 的重 要根 源是 20世 纪 以来哲 学 

界 的反 思 与 内 省 。 从 反 恩 哲 学 的 陈 述 发 展 到 反 思 思 

维本身又从反思 思维 深 入到反 思 语 言 ，欧洲 哲 学 开 

始特别关 注对语 言 的分析 。 

分 析 哲 学 试 图通 过 对 语 言 的 分 析 清 理 思 路 ，滤 

清紊乱 的哲学概念 ，摧毁传 统哲学 ，重新 建立哲 学 的 

· [收稿 日期]2002-11．02 

【作者简介】罗 章(1963．)，女 ，重庆人，重庆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教育及行政研究。 

· 19 · 

http://www.cqvip.com


对“元教育”性质的探析 

科学有效 的学术体 系。 

分析 哲学 为世 界学术界提供 了清理学术体系 的 

一 种 范式 ：分 析 语 言 ，清 理 概 念 ，梳 理 逻辑 ，理清 体 

系 。这一 范式强调 语 言分 析 ，认 为从语 言层 面 开展 

对学科 的分析 与批 判 乃是 最 为根本 的方法 与手 段。 

因此 ，语言分析 被视为 “元理论 ”的基本手段 。 

语 言分 析 的有效 程度 取决 于语 言分析 的纯 度。 

任何 一种语 言都具有形 式与所指 内容 两个 方面的意 

义 。为 了展示 某个 陈 述所 用概 念之 间 的逻辑 关 系 ， 

应更 多采 用形式化 的语 言 分析 方法 ，无 论所 采用 的 

I具是科学 语言还是 日常语言 。卡 尔纳普宣称哲学 

的任务 “不是 陈述 ，也 不是理论 ，也不是体系 ，而只是 

一 种方法 ：逻辑 分析法 。” 

在分 析哲 学 的语 言 哲 学 家 们 的 引导 下 ，“元 理 

论”形 成 了思潮 ，已发展 出了元数学 、元逻辑学 、元伦 

理 学 、元 历 史 学 、元 美 学 、元 科 学 等 。 

“元 理 论 ”在 概 念 上 对 应 “反 省 ”、“形 式 ”、“超 

越 ”、“系 统 ”。 

二、关于“元教育学”的性质 

1．“元教 育 学”的对 象 

元 教育 学 的对象是 指 系统化 的教 育思 想 ，是 立 

足于教育 学 的立 场 ，并 由一 套 专 门 的概 念 、命 题 构 

成 、支 持 的一组 陈述 。它不是 教育 中的尝试性体验 ， 

甚至不是教育 中的具体 问题 ，而是 对 教育理 论 的批 

判 与 反 思 。 

德 国教 育学家布雷岑 卡根据知识 的陈述形 式将 

教育 理论 区分为三 类 ：运 用描 述性 陈述 的教 育科 学 

(科学 教育学 )、运 用规范性 陈述的教育哲学 (哲 学教 

育学 )和描述—— 规范性陈述 的教育实践学 (实践教 

育学 )。这是 迄今 为止 唯一 体 系状 态呈 现 的元 教 育 

学 。 

2．“元教 育学”的方法 

从根 本上 说 ，元 教育 学与传 统 教育学 之 间所 存 

在 的巨大不 同首先表现 在采用 了不 同的系统分析方 

法 。 

法 国的米亚拉雷提 出 了教育科学 的复数形 式 的 

概念 ，从对象 、结 构 、研 究 方法 和范 围等 方面 对教 育 

科学 进行 了元 理论分析 。 

美 国的 阿特 金斯建 立 了元课程 论 ，他提 供 了三 

种理 解理论化 活动 的备择 方案 ：实 在论 、相对论 和实 

验 主义 的解 释学 。 

俄 国的盖尔顺 斯基对 教育学 的内部外部 的种种 

关 系进行 了历史 的 、结 构 的、功能 的元教育学研究 。 

70年 代 以来 ，美 国发 展 了 一种元 分 析 技术 ，它 

是对 大量教育研究 成果特别 是实验研究成果 的研究 

的特 征和研究 的有效性进行 形式化 的定量分析 。这 

是 一 种 新 兴 的元 教 育 学 研 究 方法 。 

· 2O · 

在元 教育 理论研 究上 ，主要采 用 的研究 方法 有 

四大类 ：一是语 言学 、逻辑 学 的研究 方法 ，用 以分 析 

概念 的意义 和用法 ，以及各 种陈述 之 间的逻 辑关 系 ， 

元教育学在元科 学 的影 响下 ，接受 了分析哲 学 所 确 

认 的新 方 法 — — 语 言 形 式 分 析 法 。 二 是 历 史 学 、现 

象 学 和 解 释 学 的 方 法 ，这 是 指 通 过 文 献 进 入 研 究 主 

体 的思维 中去 ，通 过与原 作者 对话 了解 其 理论 的深 

刻意义 。三是社会 学 的方 法 ，主要 用 于研究 作 为社 

会 学 术 活 动 的教 育 学 的 社 会 学 意 义 。 四是 统 计 学 的 

方 法 ，如元 分 析 技 术 ，对 文 献 进 行 定 性 的 、定 量 的 分 

析 。 

3．“元 教 育 学 ”的性 质 

对元教育学对 象和方法 的研究 可 以从这两个 方 

面表 明元教育学 有别 于传 统教 育 学 的两个 特点 ：不 

同的对象与不 同 的方法 。 由此 ，我们 可 以努 力推 究 

元教育学 的性质 。元教育学 的两 大不 同均表 现为对 

原有研究 的超越 之上 ：在 对 象上 超越 现 象转 而研 究 

理论体系 ；以方法上 超越 常规 方 法转 而采 用 陈述 体 

系分析 方法 。因此 ，可 以说 ，元教 育学 的本质 即是对 

传统教育学 的超 越 ，是对 教育 学本 身展开 研 究 的学 

科 体 系 。 

元 教 育 学 是 对 教 育 学 进 行 元 研 究 的 学 科 ，它 是 

一 种元理论 ，是教 育学 的元 观 念学 。从 实 质 上说 元 

研究是 一种科学研 究 的方法论 。元 教育学研究 是对 

教育观念 的最后证 明或者 向最后证 明无 限接近 。它 

是 对 教 育 学 理 论 展 开 研 究 后 所 获 得 的观 念 学 形 式 的 

结果 ，其最后 的作 用不是 针对 具 体 的教育 问题 给 出 

一 种答案 ，而是梳理清楚对 “教育 ”本身 的认 识 ，从 而 

建构更加确 切、更具有普遍 性 的教育体 系 。 

教 育 学 的视 角 从 教 育 实 践 领 域 转 向 了教 育 认 识 

或教育知识领域 ，是受 到了 20世纪分析教 育哲 学 的 

影响 。当维特根斯 坦努力复活洛 克和休谟 的经 验 主 

义传统 时 ，作为一种前提 ，他提 出 了“分 析”作 为方法 

的重要作用 。他们 主张对那些 用来理解 自身与世界 

的所有概念 、观念或思 想体 系 的意义进行 说 明 ，把它 

们还原或分解 为一 些更 基本 的概念 。进 而 ，分 析基 

本概念与概念体 系 之间 的关 系 ，也 即是说 明这些 概 

念的所 指 。借助 这样 的 活动 ，将 澄 清相关 的概 念命 

题和信念 ，以便确 立他 们 的辩 护 方法 和真 理性 。通 

过这种分析 ，他们声称 ，传统形 而上学和认识论 中的 
一 些主要 问题 只不 过是语言 的误 用 ，是所 谓 的“假命 

题 ”。 

教育 哲学界 在这 一分 析潮 流 的影 响之 下 ，研究 

对 象 发 生 了 明显 的 变 化 。彼 得 斯 提 出 了 四个 具 体 任 

务 ：一是 分析 具 体 的教 育 概 念 ，如 “教育 ”、“灌 输 ”、 

“教育 目的”、“教学 ”等 ；二是检验 与教育 内容和过程 

相关 的伦理学和社 会哲 学 假设 ；三是检 验 教 育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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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们所 运用 的概 念系 统和 假设 ；四是 检验课 程 内 

容 、组 织 以及 相 关 的 学 习问 题 中所 涉 及 的 哲 学 观 点 。 

即使 通过 最 简单 的 比对 ，我 们也 不难发 现分析 

哲 学如何深 刻地影响 了元 教育学 的体 系建设 。元教 

育 学的分析对 象确定 为 教育 学 理论体 系本 身 ，通过 

研 究 ，形 成 了包 含 着 各 种 概 念 判 断 的 理 论 陈 述 体 系 ， 

如果 对作 为理论 陈述部 分 的概 念 、定义 、判 断 、命题 

加 以分类 ，属于元 教育 学 的分 析框 架就 能十分 清 晰 

地呈现 出来 。在此基础 上 ，可 以分清对象与逻辑 、逻 

辑与语 言之间 的区别 ，澄清逻辑 与语 言的混乱 ；可 以 

根据教育 理论 陈述 中实 际运用 的概念 、定 义 、判断 、 

命题 的类 型 ，确 定某 种教育 理 论 陈述体 系 的形式 性 

质 ，确定 检验 不 同的概 念 、定义 、判 断 、命 题 的标准 。 

因此 ，元教育 学是一种更高层 次的研究活动 ，是 一种 

形 式 化 的 研 究 活 动 ，是 一 种 系 统 性 的研 究 活 动 ，是 一 

种类哲 学的研究 活动。 

因此 ，元 教育学 的基本 特征可归纳如下 ：一是 以 

教育学 的研究状 况为 研究对 象 ；二 是 以元理 论 和对 

象理论 的 区分为 前提 ；三是 注重对 教育 学 陈述体 系 

的逻辑 的形式化研 究而不是对教 学问题 所作的实质 

探讨 ；四是通过语 言的分 析来 分析 检验 和判 断各 种 

教育 学的合理性 、正 当性 和有效性 ；五是 其 目的是为 

教育研 究者提供 一种元教育学观 。 

行文 到此 ，作 者还 想续 上一 点对 “分析 方法 ”本 

身 的权威 性 的质 疑。对 教育 学抑或教育 哲学的研究 

毕竟有别于纯粹的哲学研究 ，应当说教育哲学 的创造 

性 、批判性 以及一定 的实用性是单纯 的“语 言分析”方 

法所不能反应并进而批判 的。即使是 开展 “元教育研 

究 ”，只关心“教育”、“教育 目的”的概念而不探究他们 

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等实质问题恐怕未必妥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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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创 造 能力 强 、德 智 体 全 面发 展 的人 才 。 

2．教 学 系统应进 行 大力度 改革 

在 教学思想 方面 ，要做 到从传统 的“传道 、授业 、 

解惑 ”的传递现 成知识教育 到进行创造教育 的转变 ； 

在教学 内容和课 程体 系方 面 ，要做 到从 旧到新 的转 

变 ；在教 学体 系方面 ，要做 到从 “重理论轻实践 ”的教 

学体 系向“理论 实践并重 ”的转变 ；在教学方法方 面 ， 

要做到 由“死 ”到 “活”的转 变 ，使 “因材施 教 ”在教 学 

方法 上的充分体 现成为现实 ；在教学管理 方面 ，要做 

到从单 一模式 向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 的转变 。 

3．积 极 开发 第 二课 堂 

第 二课堂具 有 内容丰 富、相对 自由、以学生兴趣 

爱好为前提 的特 点 ，这 为培养 学 生创 造力开 辟 了较 

广 阔 的天 地 。 

4．克服 创 造 障 碍 ，营 造 宽 松 的 良好 环 境 

首先 要克 服不 良的人 际关 系障 碍 ，营造 和谐 友 

好 的人际关 系 ；其 次要克服 管理不利 的障碍 ，建 立一 

个有利于创新意 识培 养 的政策 和制 度 ；另 外还 要 克 

服 因缺乏物质条件 带来 的障碍 ，提供必要 的场地 、设 

备和 资金 ，为开发学生动手 动脑能力奠定 物质基础 。 

5．加 强大学生创新意识 的 自我 培养和 开发 

学 生要努 力塑造 自己富有创 造性 的人格 ，这 就 

需要有进行 创造实践 的条件 和营造全社会重视 创新 

意 识 培 养 的浓 厚 氛 围 。 学 生 通 过 自我 实 践 ，才 能 培 

养 自己的创新意识 ，提高 自己 的创造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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