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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和人文情怀兼备的哲学态度!其次$教育研究回归教育+实事,可以拓宽研究视野!最后$教育研究扎根于生命体验可以延

展研究深度&教育现象学的方法论特征对当前儿童研究的主要启示%保有敏感和好奇之心$挖掘儿童成长中的隐秘之意!抛

开成人的先入之见$深刻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探寻动态变化背后的意义生成$构建良好的互动关系!回归儿童的亲身体验$

开展+接地气,的儿童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反思!体验!生命

中图分类号!

DB#"

!!!!!!!!

文献标识码!

H

!!!!!

文章编号!

!"$&AII"3

"

!"#$

#

"$A""%$A"&

JKL

获取!

0;;

=

%((

:11

5

:.1

<

@2

M

()*+,-@N+

(

N0

(

2+O41@,:

=

1

!!

!"#

%

#"@##$$&

(

M

@2::+@!"$&AII"3@!"#$@"$@""V

2()#

*

'7%(6%(7"0D'%("6%(")"

*

#&4)D%!4

*

"

*+

"(,'#)!-%(F75!

+

;!"-/0%

&

"

#2"34(*50$%;()$$<$

B

;(07%(7

$

;0()4*%-$9:*<=%0>79?05

1

$

A)7%

&

34B#"""BB

$

A)0%*

!

!2"34(*50$%;()$$<$

B

;(07%(7

$

/*%()7%

&

+7*()79?=%0>79?05

1

$

/*%()7%

&

!!C""%

$

A)0%*

#

89.7-4&7

%

S04)+2

5

)474;0(O(-(

Q

2N,-N0,*,N;4*2:;2N:(.

=

04+(74+(-(

Q

2N,-

=

4O,

Q

(

Q<

.4,;)*4;04:;)O

<

(.4O)N,;2(+,-

=

*(>-47

R2;0;04:

=

2*2;

$

;04(*

<

,+O74;0(O(.

=

04+(74+(-(

Q<

@L2*:;-

<

$

=

04+(74+(-(

Q

2N,-

=

4O,

Q

(

Q<

4+O(R:4O)N,;2(+*4:4,*N0R2;0

=

02-(:(

=

02N,-,;;2;)O4(.*,;2(+,-2;

<

$

(>

M

4N;292;

<

,+O0)7,+2:;2N.44-2+

Q

:@/4N(+O-

<

$

2;*4

5

)2*4:4O)N,;2(+*4:4,*N0;(*4;)*+;(

+

=

*,N;2N,-

,

7,;;4*:

$

:(,:;(>*(,O4+;04*4:4,*N0.24-O@L2+,--

<

$

2;02

Q

0-2

Q

0;:;044+;*4+N074+;(.-2.441

=

4*24+N4

$

:(,:;(

41;4+O:;04*4:4,*N0O4

=

;0@S04*4.(*4

$

;0474;0(O(-(

Q

2N,-N0,*,N;4*2:;2N:(.

=

04+(74+(-(

Q

2N,-

=

4O,

Q

(

Q<

,-:(

=

*(92O4N4*;,2+

4+-2

Q

0;4+74+;(+;04N)**4+;*4:4,*N0(.4,*-

<

N02-O0((O4O)N,;2(+@L2*:;

$

*4:4,*N04*::0()-O>4:4+:2;294,+ON)*2():,:;(

N02-O*4+P:2++4*R(*-O,+O;*

<

;(41

=

-(*4;0402OO4+74,+2+

Q

(.N02-O*4+P:

Q

*(R;0@/4N(+O-

<

$

;04

<

:0()-O

=

);,:2O4;042*

=

*4N(+N4294O2O4,:,+O)+O4*:;,+O;042++4*R(*-O(.N02-O*4+

=

*(.()+O-

<

@S02*O-

<

$

;04

<

:0()-O;*

<

;(41

=

-(*4;04

Q

4+4*,;2(+(.

74,+2+

Q

>402+O;04O

<

+,72NN0,+

Q

4:,+O>)2-O,

Q

((O2+;4*,N;294*4-,;2(+:02

=

R2;0N02-O*4+@L2+,--

<

$

*4:4,*N04*::0()-O*4;)*+

;(N02-O*4+P:41

=

4*24+N4,+O>*2+

Q

N02-O*4+P:*4:4,*N0O(R+;(4,*;0@

:%

+

;"-!.

%

4O)N,;2(+:;)O

<

!

*4.-4N;2(+

!

41

=

4*24+N4

!

-2.4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一"教育现象学的产生与发展

#$"#

年$德国哲学大师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0

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首先在

德国兴起$然后传入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而教育现

象学真正诞生是在荷兰$直到
!"

世纪
I"

年代传入

加拿大以后才逐步形成了现在教育现象学发展的

盛况&

从教育现象学的产生源头现象学开始说起$现

象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代表了一种思考和研

究的+风格,&现象学研究是一种对生活体验的研

究$是对人类生活体验的深描$描述人类生活经验之

意义&现象学研究都是以反思为基础的$反思亦是

现象学研究的核心要素&在现象学方法中$反思是

以纯粹意识或生存体验为对象$且必须采取悬置的

方式来保证自身的纯粹性&胡塞尔的话来说$作为

自然体验着的人本身与作为存在而显现给这个人的

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现象学家必须将自身

置于这种联系之外$或将这种联系置于括号之内$从

外面来观察处于括号之间的意向生活)

#

*

!B$

&

现象学为教育现象学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基

础$但是教育现象学并不等同于现象学的衍生品&

现象学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教育

现象学研究来源于教育生活实践中丰富的教育现象

和教师及儿童灵动的生活体验&教育现象学家范梅

南以+心向着儿童,'+向着儿童的生存与成长,的角

度$从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截取片段$运用现象学的描

述与反思$浸入不同情境中采取各种+顿悟性,的机

智行为&反思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事物的本真意义$

并与生活经验建立更直接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范梅南追寻的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教育事实$执

着于对爱教育的理性思考&在范梅南看来$教育活

动应当具有+前反思性'前理论性'情境性和实践性,

的特征$教师对于不同教育情境的把握需要融入教

师的实践智慧$并由实践智慧引出了+教育机智,这

一概念&教育机智来源于教师深入的体验'理解孩

子的生活和现实)

!

*

#C

&范梅南还依据于梅洛2庞蒂

的思想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步骤$以唤醒自己对世

界的好奇心$超越主观或个人的情感'爱好'倾向或

期望$抛开叠加在研究对象之上的理论或科学概念$

关注生活体验的独特性$发现生活意义的普遍

本质)

%

*

!V

&

二"教育现象学的方法论特征

$一%坚持哲学的态度!教育研究应兼具理性客

观与人文关怀

研究者一般都是从自身特定的立场和角度开展

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在这些教育问题研究的背后隐

含着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因此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

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去研究同一类教育问题$也可能

出现不一样的结论$这说明方法论的不同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在方法论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两种最具有

代表性的方法论观点$一是客观主义方法论$二是主

观主义方法论&客观主义方法论认为教育现象和自

然现象具有相似性$即它们都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

统一的本质$因此要使用实验'观察'检验等自然科

学研究的方法对教育问题开展研究)

C

*

&而主观主义

方法论则认为教育中人具有特殊性$人是拥有主观

能动性的特殊群体$人的行为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基

础上$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人类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也

具有偶然性和独特性$不存在普遍的唯一的真理&

教育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社会---历史,的复杂

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展教

育问题研究$而是要从人的社会历史的存在角度分

析$以体验'反思'理解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具

体发生的教育人物及其事件进行解释)

&

*

&

伴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单一的依靠客观主义

或是主观主义方法论已无法保证教育研究的科学

性&因此现象学秉持的+中立性,态度表现出较好的

调和性$既承认了教育现象中的本质存在$又强调了

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就如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所

说$+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

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

)

B

*这一中立性代表了区

别于独立主观和客观的哲学态度&因此$教育研究

应当抱有这一哲学态度$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客观的'

严谨的'无预设的挖掘教育现象下的本质内涵$另一

方面需要依靠研究者主观的'深刻的'体验反思对这

些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做深入地价值判断&当前的

诸多教育问题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人为因

素$如果仅从客观的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恐怕

是无法合理准确地解决教育这一复杂问题的&要把

握教育问题的实质$必须要讲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以

现象学所提倡的哲学态度对教育的本质和意义进行

梳理和反思$将教育作为社会中人的特殊活动对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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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教育现象学对儿童研究的启示

建立教育与人在社会存在中的良好关系&

从教育现象学中$正是很好地利用了反思作为

桥梁$形成纽带联系起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

隔阂&反思是在教育研究中能够体现哲学态度的有

效工具&反思活动是研究者获得哲学态度'追寻教

育意义的重要途径&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只有摒

弃传统的客观主义研究路线$要学会用一种理性的'

反思的眼光审视教育活动$将理性客观与人文关怀

联系起来$从而使其研究具有高度的反思特质&研

究者对教育活动背后的价值规范进行系统'深入地

思考$是检验其方法论合理性$评价实践效果价值的

重要途径)

B

*

&这一路径同样也是研究者建构自我价

值体系的有效方式$有利于研究者更加科学合理的

分析处理教育问题&研究者作为一个有强烈主体意

识的人$不是简单的罗列或执行书本理论$而是在不

断地批判与反思中直面教育研究问题$对一切的教

育现象进行观察和反思$既有利于挖掘教育现象下

的基本属性$又赋予教育现象一定的人文关怀$这就

是教育现象学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

$二%开拓研究的广度!教育研究应回归教育)实

事*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都应当是教育问题的

主要研究对象&但在我国多年的教育研究中$一直

存在着重理论研究轻实践研究的特点$使得教育基

础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国教育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

题$而关注教育+实事,的实践研究较为缺乏&教育

理论研究确实为教育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还为教育学发展提供必要的认识论'价值

论'方法论支撑&但是教育理论研究在专注于发现

和揭示教育的本质'分析与推演教育的概念和命题'

探寻与追求教育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却容易远离

实际的教育实践活动)

I

*

$使得教育研究的范围较为

狭窄$忽视了很多教育实践活动中真实存在的问题&

这一现象与西方传统的知识论观点有一定的关系&

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是传统知识论的两大特征$知

识主要来源于事物背后那个唯一固定存在的本质$

而真理就来自于那些能够反映事物唯一本质的知

识$比如概念'命题或者一定的理论体系&因此$揭

示事物本质'追求真理的过程成为诸多科学家毕生

从事的工作&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许多教育研究

者也将探寻教育界的真理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过

度关注教育的理论问题而忽视了现实生动的教育实

事&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实现了教育技术手

段的科技化$科技化的教育技术手段帮助人们在追

求教育效率最大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加精准的数据统

计分析&在一系列数据的背后人们忽视了教育过程

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抛开了本真的教育实事$背离了

鲜活的教育生活&

教育研究回归教育+实事,$这就要求研究要尽

可能地接近具体形象的研究对象$将教育对象置于

现实情境中$使得教育研究考察关注鲜活的教育生

命&教育研究的对象来自于教育实践活动$个体的

意识'情感'思维'经验等特征都会在具体的教育实

践活动中表现出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同

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使教育+实事,具有得理论不

可替代的生动性&现象学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精

神$要求研究者在看'思'言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到教

育+实事,中)

%

*

&教育研究者和所研究的教育对象都

是+人---社会---历史,的存在$都是处于特定历

史背景下真实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因此教育研究者

应积极主动的置身于丰富灵动的生活情境中$要有

直面研究对象真实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勇气将驱使

研究者更接近教育+实事,的真相$智慧将激发研究

者将理论中的知识转化成具有生命意义的实践行

动$这样的教育研究才是回归实事'贴近生活的行动

研究&

$三%挖掘研究的深度!教育研究应扎根于生命

体验

当前教育研究掀起了一股实证研究的热潮$在

大量的实证研究中表现出效仿自然科学研究的方

法$通过运用数学统计'实验控制等方法$试图以精

确'客观'定量的形式描述教育事实$把人的情感'价

值与生命意义等主观因素排除在研究过程之外)

I

*

&

如果只是简单地用数字'图标'符号去描述极具丰富

内涵的教育现象$漠视教育活动中对个人生命的人

文关怀$简单地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置身的教育问

题划归为以追求唯一真理作为结果的科学问题$那

么教育研究只能成为表面化'片面化的技术型工具$

人们只能肤浅的看到教育作为工具使用后得到的结

果$对教育行动中对人的关注'对生命的关切视而不

见&在科技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教育获得了大量

积极高效的高科技辅助工具$使得教育群体更加广

泛'教育行为更加便利'教育影响更加深远&但是在

教育与科技愈加紧密结合的过程中$人类更加强化

了科技的外在控制手段$而减弱了对教育个体内心

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这使得整个教育研究在走向现

#C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代化和科学化的进程中失去了其作为人的特有活动

的尊严和价值$丧失了人性的深度与生命的根基)

V

*

&

教育学作为一种人文科学$需要肩负起将客观

的社会文化知识转化成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重担$

促使个体充分感受到人类社会中历史和文化的存在

价值$能够使人类因为教育感受到幸福$感受到生命

的生生不息&教育着力于提升人的存在价值$人们

在当下的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教育的积极影响$体会

到生命的意义&因此$教育应当是有深度的教育$教

育研究是有深度的研究$教育研究的深度必须扎根

于对生命的体验$关注教育中人的生命存在意义&

首先$研究者眼中看到的是+人,$被研究者作为人的

身份需要被尊重$需要被重视$这样的研究态度才可

以让研究者先抛开一切外在的研究理论'研究假设

和研究工具$这使得教育更具有人文精神$研究者的

视野中充满了对人的关怀$才能透过教育+实事,追

寻生命存在的意义&其次$研究者要把对人的生命

体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式&研究者自身作为人的存

在$不能仅仅关心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

而是要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寻找被研究者曾经置

身的那个鲜活生动的教育情境$努力解释其背后的

生命意义&

三"教育现象学的方法论特征对儿童研

究的启示

$一%保有敏感和好奇之心(挖掘儿童成长中的

隐秘之意

以往的教育研究中$客观主义往往引导人们远

离研究生活世界的体验$经常因为强调总结教育的

一般规律而忽视了儿童成长的真实体验$忽视了儿

童成长的微小事件&正如
W

2梅洛2庞蒂说过$研

究为了追求其客观性$往往就意味着必须舍弃或故

意忽视事实上客观存在的一些属性)

$

*

&儿童的世界

不是只有那些跨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平静的

生活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细枝末节$能够在细枝末

节中发现多姿多彩的儿童世界$这是成人进一步走

进儿童的重要路径&

教育是一种+关系,$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活动$是要触及儿童心灵深

处的变化)

#"

*

&这种变化可能是非常细微的$可能是

不易察觉的$因此成人要对儿童的变化保持敏感'好

奇$要积极的深入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儿童与同

伴'儿童与成人'儿童与环境之间产生的教育意义&

这种意义可能是动态变化的'可能是短暂有限的$但

是教育现象学就是要求我们能够在儿童当下的生活

世界的细枝末节里探寻最宝贵的意义生成&敏感与

好奇将指引着研究者关注儿童的一举一动$仔细体

会儿童的内心体验$挖掘儿童成长中细枝末节的变

化中蕴含的深层意义&

$二%抛开成人的先入之见(深刻理解儿童的内

心世界

在开展现象学研究中$价值悬置一直是贯穿始

终的基本要求&悬置的目的是要教育研究者要抛开

自己的先入为见$研究者要首先成为一个透明人$与

被研究者建立平等互信的关系$没有高低尊卑之分&

在面对教育+实事,的本原中$成人与儿童是平等的$

成人研究者在儿童面前恰似同伴$与儿童一般无知

无畏$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实事的真相$才能直观的看

清问题解决问题&悬置是研究者开展儿童研究的基

础路径之一&如果研究者不能摒弃原有的主观刻

板$不能放空大脑中抢占的书本知识和理论$那么对

儿童行为的还原就不可能那么纯粹$对儿童内心世

界的独白就披上了成人的色彩&现象学的目的不是

要让人看到自身展示之物$而是要让人看到自身展

示之物中的+隐蔽之物,'+非开启之物,

)

##

*

&研究者

的看$一方面是要看那些已经显示出来的东西$更重

要的是要看那些尚在黑暗中的东西$它们对于教育

和人的意义可能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因此被遮

蔽的要超过被显示的)

#!

*

&教育现象学直接回到教

育现象本身$去关注教育生活世界的本真状态$关注

成人和孩子发生教育关系时的最初体验)

#!

*

&在+悬

置前见,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学前教育研究注重

对教师解读儿童当时的体验$重视对观察现场'解读

现场的研究$从而把握教师解读儿童的本质&

$三%探寻动态变化背后的意义生成(构建良好

的互动关系

教育现象学强调对文本的解读和反思$这一反

思不是只要求研究者单纯的保持客观和中立的态

度$而是大胆的接纳自己的主观体验$认识到个人的

社会文化背景会对文本的解读产生影响$不要一味

地回避$事实上这一背景是无法被抹去的$现象学研

究也正是对研究者自身的有色眼镜提出了挑战$研

究者如何在反思中找到资料文本和被研究对象之间

的深刻联系&一定不能仅仅停留在单方面的观察记

录文字中$而是要在对话的基础上$探讨教师和儿童

的关系$了解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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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

卷 沈
!

颖%教育现象学对儿童研究的启示

教育活动首先应被视为一种现象$既是教育现

象$也是生活现象)

#%

*

&当教育被视为+现象,的时

候$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教育+实事,中人的存在$人作

为教育中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情感'思维'体

验等等$这一切都与教育+实事,有关$它不是孤立的

个体$它是与实际生活中的教育紧密相关&因此把

握+人---教育---生活,之间的关系$以描述的'写

实的'分析的方式去开展教育研究&教育是人的活

动$在人的教育生活世界中具有丰富的创造性和不

断地生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中的人在发生

变化$每一次变化中都能突显出人的意义&因此教

育者应该时刻保持自身的敏感状态$随时感知并捕

捉这种变化$甚至能够进一步推动这种变化持续'深

刻地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成人看到的变化是充满

期待的'好奇的'不可预测的$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

教育情境中$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都会随着变化而变

化$应时而变'应景而变$积极推动这一变化的发生$

有效捕捉变化中生成的意义$对儿童发展产生深刻

影响的意义和价值&

$四%回归儿童的亲身体验(开展)接地气*的儿

童研究

现象学的宗旨是发现和描述生活体验$以及明

晰这些经验对于参与经验的人来说具有什么意义&

现象学要求+回到事实本身,$这个+事实本身,的立

场是真实存在的'不容怀疑的$胡塞尔主张+从没有

加以反思的生活世界中获取知识,$这是现象学研究

的基点!同样$范梅南把教育情境中+鲜活的体验,作

为研究起点$在此基础上建立教育的知识和理

论)

#C

*

&这都在引领我们将教育研究回归到现实$回

归到儿童在生活情境和教育情境中的亲身体验$利

用一切办法去接近实事本身&如果儿童的亲身体验

对自身产生不了任何意义和价值$那么就没有真正

的学习过程$从而也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教

育现象学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儿童亲身体验的描

述'反思'还原$从而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积极良

好的亲身体验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终身的影响意

义$因此研究者需要去发现并理解儿童真实的生活

体验&此时研究者的身份不是简单的开展教育研究

工作$去搜集数据发现规律$而是要以人自身的生活

体验作为基础$去接近儿童的心灵$去理解儿童的世

界&这种体验不是像心理学调查那样去发现一般规

律$或是反映个体间的种种差异$而是要求用具有生

命灵性的语言$鲜活的展示儿童的生活体验及其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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