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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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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象学教育学于１９２８年开始在中国传播，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教育学

的传播推进了我国教育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拓展了教育哲学的研究领域，影响了教

育哲学的致思方式；丰富了研究者对教育学元问题的思考；推动了教师教育和教育实践的发

展。反思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需要加强现象学教育学理论基础研究，运用批判性思维

进行传播，挖掘中西方教育的结合点，建立原创的中国教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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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现象学为基础 的 现 象 学 教

育学① 开始传 入 中 国，并 在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呈 现 不 同

特点，进而对中国教育学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但学界对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鲜

有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了现象

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分析了它对中国教育

学和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以及所带来的启示，以期

更好地促进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

一

关于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起始时间，不

同研究者有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是２０世纪

末［１］，有的研究者认 为 是２００１年［２］，还 有 研 究 者 认

为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３］。总体来看，研 究 者 认 为

现象学教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是２０世纪末

２１世纪初。但是据笔者求证，国内研究者在民国时

期就开始传播现象学教育学，当时大多是译介性的，

少有 研 究 性 的 传 播。１９２６年，在《教 育 杂 志》第１８
卷第６期，栏 目 新 刊 介 绍（“最 近 日 本 主 要 杂 志 要

目”）一览中载有日本学者由良哲次发表在大正十五

年五月号《教 育 研 究》上 的《纯 粹 现 象 学 的 概 念》一

文。该文虽然只有题目，没有内容，原出处也是日本

的《教育研究》，但是关于现象学的，且发表在《教育

杂志》上，或 多 或 少 对 当 时 的 教 育 学 研 究 者 有 所 影

响，由于种种情况，我们不便深入讨论。

１９２８年，白 毓 森 翻 译 了 日 本 学 者 渡 部 政 盛 的

《何谓教育现象学》一文，发表在《交通教育月刊》第

５期。在文章 的 开 头，作 者 认 为“赫 塞 路（今 译 为 胡

塞尔）现象学说，久已风靡全欧，至应用于教育实为

最近之研究，日本关于教育现象学之著作，去岁刊行

者，仅有渡部政盛之现象学与教育及千叶命吉之教

育现象学二种。吾国对此尚无所介绍，兹篇为渡部

氏近著，载与本年一月教育学术界，于教育现象学之

大旨，简括说明，易于索解，亟译之以飨国人”。［４］细

读此文，不难发现作者对日本的现象学教育学做了

一番研究，然后选择渡部政盛的文章进行译介。这

是国人第一篇译介日本现象学教育学的文章。

１９２９年，杨 人 楩 在《教 育 杂 志》第８期 发 表 了

《现象学的教育思潮》一文。这是国人最早传播德国

现象学教育学的文章。作者在文章开头写道：“现象

学为晚出的哲学，其创立者为德人爱德曼德·傅塞

尔（今译为胡塞尔），现象学的教育学便是以现象学

为基础的教育学，其代表人物为爱恩斯迪·克里克。

克里克也是 德 国 人，他 的 主 要 著 作 就 是 教 育 哲 学。
本篇因国内尚无现象学的介绍，所以先述现象学的

一般概念，再叙明现象学的教育思潮的内容”。［５］如

果说１９２６年《教育杂志》上的题目是无意识的翻译，

１９２８年《何谓 教 育 现 象 学》一 文 是 介 绍 日 本 现 象 学

教育学的，杨人楩的这篇文章当是国人首次有意识

自觉译介来自诞生地德国的现象学教育学。这篇文

章所引人名、专有名词等皆是德文；在该文最后，作

者附“按克里克之所谓教化，在德语为Ｂｉｌｄｕｎｇ，即文

化（Ｋｕｌｔｕｒ）之意，如果把Ｂｉｌｄｕｎｇ译成教育，则其涵

义过于狭隘，而与克氏之本意不合”。如此看来，作

者当时对德国现象学教育学有过一番研究。

除了发表文章介绍现象学教育学之外，一些教

育哲学和西方教育史的著作和教材也涉及现象学教

育学内容。如蒋径三编写的《西洋教育思想史》（商

务印书馆１９３１年版）中有一节介绍“现象学派的教

育思潮”；林砺儒著的《教育哲学》（开明书店１９４６年

版）中有一节介绍“现象学派之修正”。［６］

从对当时文章、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内容分析

看，现象学教育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比目前认为

的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要早得多。改革开放以后，
国人开始传播现象学教育学的时间大致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有鉴于此，我们将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

传播的肇始定在１９２８年。

二

纵观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

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１９２８－１９４８年）

２０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传

播与西学东渐浪潮有很大关系。自甲午海战以来，
国人意识到西方船坚炮利，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自强”等口号。然而学习西方器物技艺

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向自强。国人进而又意识到若

要从根底上使中国富强，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以及先进文化。这为现象学教育学引进中国和传播

提供了需求准备。现象学在中国传播客观上也促进

了现象学 教 育 学 的 传 播。现 象 学 作 为 一 种 哲 学 思

潮，在西方已有很大发展并对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现象学基础上形成的现象学教育学对德国、荷兰、
日本等国的教育和教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学

于１８９８－１９６５年在中国萌 芽［７］。国 人 先 接 受 现 象

学思想有利于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传播，为其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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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思想基础。现象学教育学在德国、日本的发展也

为其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教育学在中国的

发展属于后发外生型，是在引进国外教育学，特别是

日本教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象学教育学发

端于德国，而后传到荷兰、加拿大、日本等国。国内

研究者早期引进的现象学教育学成果，或者源自德

国，或者是假道日本。
这一阶 段 共 有７篇 介 绍 现 象 学 教 育 学 的 文

章②，有一幅插 图 介 绍 现 象 学 教 育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克

里克③。除此之 外，还 在 两 部 教 育 哲 学 和 西 洋 教 育

史的著作和 教 材 中 出 现 了 现 象 学 教 育 学 的 章 节④。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表

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传播者较为分散。这一时期传播 现 象 学

教育学的研究者有白毓森、杨人楩、吴家镇、蒋径三、
雷通群、郑执中、许本震，但每位研究者仅发表了一

篇文章来介绍现象学教育学，尚无研究者针对现象

学教育学进行全面地介绍和引进。
第二，传播的内容较为集中，以德国学者思想为

主。现象学教育学虽然肇始于德国，但是很快就在

荷兰、加拿大等国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在荷兰发展很

快。而这一时期国内研究者传播的，无论是假道日

本还是直接翻译的，主要是德国现象学教育学的基

本内容，尚不系统和全面。如白毓森翻译、日本学者

渡部政盛所著的《何谓教育现象学》，从教育学与现

象学的关系、教育现象学的内涵、教育现象学的性质

等几个方面做了介绍。［８］还有研究者介绍现象学教

育学人物的 思 想，如 克 里 克、谢 勒 尔 的 一 些 思 想 主

张。
第三，以杂志为主要载体，著作较少。这一时期

国内现象学教育学的传播以译介论文为主，除了在

两部国人编 著 的 书 中 介 绍 了 现 象 学 教 育 学 思 想 以

外，尚未有译介著作。
第四，对中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的影响都比

较小。这阶段现象学教育学传播的影响多是开阔了

学者的国际视野，看到了各个国家不同流派的教育

学说。如有译文开始便讲“本篇因国内尚无现象学

的介绍，所以先……”［９］；还有研究者认为“至于欧洲

大陆的教育哲学思想，介绍的人很少，……所有关于

介绍欧陆教育哲学的文字不过寥寥数篇。愚意一个

国家接 受 外 来 的 文 化 思 想，应 有 周 到 深 刻 的 检 讨

……”［１０］。
（二）第二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１９５７年，由于政治形

势需要，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模式，凯洛夫主编的

《教育学》全面传入中国。１９５８年开始的“教育大革

命”时期，各教育学教材主要是教育方针政策的汇编

和诠释。其后由于多种原因，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

的传播受阻，一直到１９８０年。
（三）第三阶段（１９８０年至今）

１９世纪 末，西 方 哲 学 面 临 丧 失 研 究 对 象 的 危

机［１１］，现象 学 正 是 在 应 对 学 科 危 机 的 过 程 中 产 生

的。现象学于１９世纪末假道日本传入中国，并于改

革开放之后进入繁荣期［１２］，一些论文或著作对现象

学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介绍。现象学的经典

著作开始在国内翻译出版，如倪梁康翻译了胡塞尔

的《现象学的观念》，陈宣良等翻译了萨特的《存在与

虚无》，陈 嘉 映 等 翻 译 了 海 德 格 尔 的《存 在 与 时 间》
等。现象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教育学者对

现象学教育学的关注，也推动了现象学教育学在我

国的传播。现象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态度

等对教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现象学被运用到教

育研究肇始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德国；２０世纪

４０－７０年代，“现象学教育学”在西欧教育思想领域

逐渐被作为一项术语使用［１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
现象学教育学在北美也得到很大发展［１４］。至此，现

象学教育学在国际上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这样的

国际背景下，加之改革开放后国人始能放眼全球，引
进教育学思想不再是偏向某一国，而是兼容并蓄，已
在德国、瑞士、加拿大、美国等国形成了传统的现象

学教育学被较全面地引进，并呈现出繁荣之势。改

革开放后首篇传播现象学教育学的文章是１９８０年

于光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３期上发表的《教育认

识现象学中的“三体问题”》。这一阶段现象学教育

学的传播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传播队伍逐步壮大。与第一阶段 个 体 研

究者通过译介论文来传播现象学教育学相比，这一

阶段有关学者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如首都师范

大学宁虹带领的一支研究队伍主要从实践哲学层面

研究和传播现象学教育学；李树英翻译了马克斯·
范梅南的著作；陈向明和朱光明从教育学研究方法

的角度传播现象学教育学。此外，华东师范大学、首
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宁波大学等

高校的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也选择现象学教育学

作为学位论文研究对象。
第二，传播内容较为丰富，且面向各个国家的现

象学教育学。与第一阶段主要传播德国现象学教育

学不同，这一时期既引进德国的现象学教育学，也引

进了加拿大、美国、瑞士等国家的现象学教育学。既

有国外现象学教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又有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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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等的研究，也有现象学教育学著作的译介，还有

围绕现象学 教 育 学 大 师 马 克 斯·范 梅 南 的 系 列 研

究。
第三，传播方式趋于多样化。这一时期，研究者

发表了大量介绍现象学教育学的论文，翻译了一些

国外现象学教育学的著作。如李树英翻译了马克斯

·范梅南的《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刘洁

翻译了洛伦·巴里特等著的《教育的现象学研究手

册》等。此外，一些研究者出版了现象学教育学的研

究著作。如王萍所著《教育现象学：方法及应用》等。
还有研究者通过访谈该领域国外知名学者来引进和

传播现象 学 教 育 学，如 李 树 英 访 谈 马 克 斯·范 梅

南［１５］，李政涛访谈布因克曼［１６］等。除 此 之 外，２００６
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届现象学与教育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又召开了第二届、第
三届。２００４年马 克 斯·范 梅 南 来 我 国 进 行 学 术 访

问，做了一系列现象学教育学演讲。
第四，传播的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这 一 时 期

现象学教育学的引进和传播对我国的教育学体系、
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教育实践等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

三

现象学改变了西方哲学的方法，即那种割裂现

象和本质、客体和主体的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不少现

象学家能够 看 到 东 方 思 想 的 独 特 的 和 出 色 的 地 方

……通过它（现象学）的思想视野，有些思想家就能

够看到东方思想的优点或特点［１７］，现象学对待东方

思想的态度使得国人更容易接受现象学教育学。除

此之外，现象学确实与中国儒家、道家的思想有许多

共通之处，学者从现象学那里为中国传统哲学找到

了一条出路，看到了推翻“中国传统哲学非哲学”论

断的希望。［１８］这使得现象学易于被国人接受。现象

学不仅影响了哲学界，而且迅速波及其他领域。正

如有研究者所认为的，现象学有自己的严格性，但它

不只是技术化的哲学，也不只是西方的概念化哲学，
其充满“时机化视域”感的方法论特点使它既能新意

迭出地处理精深的哲学问题，又能够进入文化的各

个领 域，与 众 人 文、艺 术 学 科 相 互 激 发，“感 而 遂

通”。［１９］与哲学 有 渊 源 的 教 育 学 当 然 不 例 外。以 现

象学为哲学基础的现象学教育学传入中国之后，对

中国教育学以及教育实践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一）推进了教育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

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进了教育研究

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
教育研究方法也是从国外引进的。民国时期的教育

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如有研究者认为教育研究要用心理学的方法、医学

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历史学的方

法。［２０］另一类是 研 究 教 育 的 特 殊 方 法，不 同 研 究 者

有不同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历史法、调查法、观

察法、实验法、测量法、统计法、问卷法、访谈法、案例

法、个案研究法、问题法、发生法、比较法等等。总体

来看，受西方教育研究方法，特别是“唯科学主义”的
影响，国人研究教育倾向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哲学

的研究方法有所忽视。引进现象学教育学之后，国

人开始重视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现象学教育学并不是仅作为一种研

究方法在中国传播，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现象学教

育学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这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中

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种类，使得国人面对教育问题时

能够选择适切的研究方法。
胡塞尔说：“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使现象学

最初得以成 名 的 立 场”。［２１］其 意 在 说 明 独 特 的 研 究

方法是现象学肇始的缘由。国内有研究者即认为现

象学教育学就是一种教育研究方法。如王萍的《教

育现象学：方法及应用》一书将现象学教育学作为一

种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该书共五章，第二

章为“教育现象学方法的哲学方法论探析”，第三章

为“教育现象学方法阐释”，第四章为“教育现象学方

法应用：以中学生厌学体验研究为例”，第五章为“教
育现象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及局限”。客观而言，现象

学“回到事实本身”的研究态度使教育研究者从理论

转向实践；而其“悬置”、“还原”、“直观”的思维方法

则让教育研究者改变了实证主义思维下客观化的思

考方式，走向生动的、丰富的教育情境，着力挖掘具

体的、微观的教育现象与问题；“体验”、“反思”的研

究方式则彻底颠覆了传统主客二分的研究方式，成

为寻找教育研究意义的主要途径。在这样的方法论

影响下，对话式访谈、教育学观察、趣闻逸事改写、辞
源追溯、主题或意义分析、文本写作等现象学教育学

方法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２２］除此

之外，现象学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解释学亦具有方法

论的性质。其指导下的诠释方法也成了一种重要的

教育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于对教育知识文本的分析。
作为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现象学、解释学是从认

识论意义上说的，作为研究方法的现象学教育学是

从教育研究方法角度分析的。遗憾的是，在今天的

教育研究方法著作和教材中，难以找到现象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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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方法的影子。而教育研究方法著作和教材中

呈现的方法是研究者选择教育研究方法的依据。虽

然在实际教育研究中存在现象学教育学方法的教育

研究及相关成果，但是我们认为现象学教育学的研

究方法应该写进教育研究方法的著作和教材。还需

说明的是，每一种教育研究方法都有其认识论基础。
探寻教育研究方法的认识论基础可以使运用该方法

进行的教育研究既有深度，也有厚度。不了解教育

研究方法背后的认识论，其研究定会在深度和厚度

方面大打折扣。要想使教育研究者自觉地运用现象

学教育学方法，就需要分析现象学教育学方法背后

的认识论，这是目前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较为缺乏

的部分。
（二）拓展了教育哲学的研究领域，影响了教育

哲学的致思方式

现象学教育学有两层涵义，一是作为方法的现

象学教育学，一 是 作 为 哲 学 的 现 象 学 教 育 学。［２３］作

为哲学的现象学教育学即是用现象学理论所建构的

教育哲学。现象学在西方已是一种运动，其理论至

少可以追溯六大渊源，即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纯粹现

象学派；以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

存在主义现象学派；以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语言

现象学派；以莱文纳思为代表的伦理现象学派；以伽

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现象学派；以范登伯格为代表

的实践的现象学派。［２４］已有种种版本的教育哲学成

果呈现的教育哲学边界，往往受到哲学的发展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已有教育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演绎的学

问……对哲学观点的演绎，如认为教育哲学是用一

定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基本问题的学问。［２５］虽

然该 观 点 发 表 于２００４年，是 对 已 有 教 育 哲 学 的 批

判，但是从反面也证实了一个事实，即教育哲学的繁

荣一定程 度 上 有 赖 于 哲 学 的 发 展。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引入作为教育哲学的现象学教育学对中国教育

哲学的研 究 领 域 有 所 拓 展。在 一 些 教 育 哲 学 著 作

中，有专门的章节分析现象学教育学。
现象学教育学对教育哲学的另一种影响是思维

方式方面的。中国现代教育哲学受到了西方知识论

哲学的影响［２６］，现象学教育学引进中国打破了知识

论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现象学强调本质直观，以

“面向事物本身”为研究态度，关注教育中的人，并以

寻找教育世界的意义为目标。它不仅颠覆了知识论

哲学的思维与观念，更成为应对知识论哲学危机的

重要武器。当我们在享受知识论带给我们丰富物质

文明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受其所带给我们的内

心世界和内在情感的荒芜：理性暴政、存在迷失、精

神空虚、人文 衰 微。［２７］而 现 象 学 教 育 学 却 恰 恰 从 这

种危机出发，提出了新的哲学思路和研究方式，备受

推崇。
（三）丰富了研究者对教育学元问题的思考

现象学教育学的传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教育学

的概念、研究对象、性质等教育学元问题的思考。关

于教育学的概念，现象学认为教育学是一门成人与

儿童如何相 处 的 学 问，是 一 门 实 践 驱 动 的 学 科。［２８］

这种认识对我国的已有共识，即教育学是研究教育

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形成了

一定冲击，促使国人多元地思考教育学概念问题，并
就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进行了深入探究。自教育

学引进到国内，研究者就对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持不

同观点。［２９］现象 学 教 育 学 以 现 象 学 为 哲 学 基 础，旗

帜鲜明地指出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教育现

象，所谓的现 象 即 是 教 育 生 活 中 的 具 体 情 景。［３０］关

于教育学的 性 质，国 内 研 究 者 就 教 育 学 是 科 学、艺

术，还是人文 学 科 等 进 行 了 热 烈 讨 论，至 今 仍 无 定

论。现象学教育学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一

门具有规范性的人文科学［３１］，这种认识深刻影响了

国人对教育学性质的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现

象学教育学关于教育学元问题的认识未得到共识性

认可，但是其丰富了关于教育学元问题的思考是不

言而喻的。
（四）推动了教师教育和教育实践的发展

现象学教育学传到加拿大，经马克斯·范梅南

发展之后，形成了教师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发展等

观点。其传入中国后成为教师教育的内容之一。现

象学教育学研究者认为知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

教育教学中最重要的不是教师的知识，而是教师的

思想和智慧。马克斯·范梅南的《教 学 机 智———教

育智慧的意蕴》一书被引入中国之后，使得我国教师

教育不仅仅注重知识、德行、教育教学技能的养成，
而且更加重视对教师教育教学思想和智慧的培养。
受现象学教育学观点的影响，教师的教育智慧、教学

机智等已成为我国教师教育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现象学教育学认为教育本质是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
重要的是关注学生能力的增长。知识是一种动态的

过程，学生需要通过体验、理解和能动的建构才能获

得知识。［３２］这样 的 认 识 在 我 国 对 课 程 建 设、教 学 方

法、师生关系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有研究者认为

幼儿园的课程要回归生活、回归幼儿、回归平等交往

对话。［３３］还有研究者对现象学教育学视野下的体育

课程 理 念［３４］、学 校 课 程 开 发［３５］等 进 行 了 研 究 和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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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探索。
现象学教育学特有的知识观促进了一线教师教

学观的转变。有研究者探析了现象学教育学视野下

的英语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认为英语教学应结合

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教师的教学应注意运用现象

学方法中的悬置、还原等；学生的学习要构建整体的

知识网络，还要注意体验式、反思式的学习。［３６］基于

现象学教育学对教育和知识的理解，师生关系不再

是传统的主体客体、主体主导关系，而是一种教育关

系。［３７］现 象 学 教 育 学 还 对 我 国 家 庭 教 育［３８］和 高 校

的教育学教学［３９］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象学教育学转变了教师对教育实践的认识，
将其作为一种生活体验。现象学教育学关注现象的

意义，具体到教育实践，即是强调教育的意义。一线

的教师不应仅仅机械地进行教育实践，而应在教育

教学活动中注重对教育实践的研究，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反思，进而改进教育教学实践。正如马克斯·
范梅南认为的，现象学教育学就是想让我们摆脱理

论和预设的概念，将我们的成见和已有看法、观点先

搁置起来，让我们直接面对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生活

体验，并对它们做有益的反思，从而形成一种对教育

具体情况的敏感性和果断性。［４０］

四

回顾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对我国

教育学发展和教育实践的影响，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正本清源：理清传播内容

理清传播内容是进一步认识现象学教育学的重

要基础，有利于发现现象学教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有助于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学教育

学在中国的传播启示我们在引入国外教育思想之前

首先要理清传播内容的源流。纵观现象学教育学在

中国传播的几个阶段，不难发现传播者在引介前就

对现象学教育学的源流进行了梳理。如《现象学的

教育思潮》一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现象学概说，

主要包括现象学是什么、现象学的基本概念及要点

三个部分；下篇为现象学的教育思潮，主要包括克里

克之教育观、教育之对象与本质、现象学的教育思潮

与学校经营三个部分。［４１］还有文章介绍了现象学教

育学的发展。［４２］如 蒋 开 君 的《现 象 学 教 育 学 的 源 与

流：从乌特勒 支 到 阿 尔 伯 塔》［４３］、王 萍 的《教 育 现 象

学的发展历 程》［４４］等，清 晰 地 介 绍 了 现 象 学 教 育 学

的发展及传播历程。

理清现象学教育学的源流及发展历程不应限于

将现象学运用到教育研究以后，还要对现象学的发

展历程和逻辑进行梳理。国内研究者在分析现象学

教育学时多是针对其在现象学和教育学结合之后的

发展。现象学教育学以现象学为哲学基础。现象学

不是一个静态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着的，有研究者称

其为“现象学运动”。海德格尔作为现象学创始人胡

塞尔的学生，其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很大的不同。现

象学发展到后来，出现了解释学、存在主义等分支。
这些哲学思想不断与教育学结合，又出现了不同的

现象学教育学思想。这促使我们要深入研究现象学

教育学的哲学基础，从而更好地理解现象学。
（二）理性认知：批判分析传播观点

传播国外教育学理论和思潮应注意将其建立在

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批判地传播。对待国外的现象

学教育学思想，国内研究者需要理性地反思、质疑、
发问和批判，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播。教育学对中国

来说是“舶来品”，其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便打上了

“引进”的烙印。教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没有

摆脱对国外教育学的依附性，总体上看还是在西方

教育学后 面 亦 步 亦 趋。［４５］现 象 学 教 育 学 被 引 入 中

国，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有对其他国家现象学教育

学的依附，也有理性认识之后的批判性传播。理性

地认识，批判地对待，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萌

芽期和繁荣期都有表现。最早对现象学教育学进行

理性探讨和 批 判 分 析 的 是 雷 通 群，１９３６年 他 在《教

育研究（广州）》杂志上发表了《现象学的教育思潮之

究明与批判》，从哲学的角度对现象学及其在教育领

域的运用进行了分析，指出现象学肇自黑格尔，而沿

用于现 象 学 的 创 倡 者 爱 德 曼 荷 莎 尔（今 译 为 胡 塞

尔），但前后词旨实判而为二。［４６］２０世纪末至今，国

内研究者对国外现象学教育学的一些观点也是批判

性传播的。对现象学教育学是一种方法还是一门学

问，是现象学的还是教育学的等都进行了理性分析。
（三）立足本土：挖掘中西结合之点

任何思想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任

何教育理论的诞生也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

景，虽然理论可以多种方式输入，但理论的文化根基

是无法移 植 的。一 个 思 想 理 论 在 跨 文 化 背 景 传 播

时，一定要注意两种文化的差异及共通之处。一旦

研究者找到两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结合之点，将

有利于引入方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现象学教育学以

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为哲学基础，以现象学方法为

方法论，经克里克将此哲学和方法论引用至教育学，
可以说现象学教育学在其一开始就有了德国文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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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现象学 教 育 学 真 正 诞 生 于 荷 兰 的 乌 特 勒 支 大

学，而繁荣发展于加拿大的阿尔伯塔，这又决定了现

象学教育学的不同文化熏陶。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

的发展是引进和传播式的，而不像加拿大的范梅南

式现象学教育学带有创造的味道。然而现象学教育

学的哲学基础、思想观点等与中国土壤孕育的思想

具有不谋而合的共通点。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哲

学的构成思想、返回事物本身的思想等富含现象学

因素；我国传统教育具有浓郁人文色彩，如道德教育

地位显著与至高的规范性、因材施教与尊重学生的

不同体验等；我国教育格言中蕴含的教育思想与现

象学教育学 思 想 相 吻 合［４７］。现 象 学 教 育 学 和 我 国

教育传统思想的契合是我们传播现象学教育学需要

挖掘的资源。进而，我们在引进国外教育学和教育

思想时需要注意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加强原创：建设中国教育学

教育学以教育为研究对象，教育有其产生的特

定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受多种因素影响。对教育

实践的指导或是源于该实践的教育理论，或是改造

其他理论，使其能够适应教育实践。中国教育学的

发展应植根于本国深厚的文化土壤及丰富的教育实

践。仅靠引进国外教育学来指导中国教育实践，建

构中国教育学体系，必然会走向穷途末路。建设中

国教育学也不是要闭门造车，而是要开阔视野，放眼

全球。针对“进口”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以 前 国 人 就 萌 生 了 教 育 学 中 国 化 的 意

识。此后国人就教育学中国化进行了系列研究，包

括教育学中国化的指导思想、路径选择、方法论等。
然而审视这些探索可知，教育学中国化是中国学者

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创建中国教育学才是中国教

育学者的真正和应然追求。［４８］现象学教育学关于教

育学研究对象、性质以及教师、学生、课程、教学等的

观点成为 创 建 中 国 教 育 学 可 资 借 鉴 的 资 源。实 际

上，一些研究者已将现象学教育学的思想和观点有

意无意地运用到了探索中国教育学。引进国外的教

育学理论、教育理论等，要深入挖掘、充分发挥其作

用，而不能仅仅是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注释：

①　国内研究者对英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的翻译

有“现象学教育学”、“教 育 现 象 学”、“现 象 学 的 教 育 学”

等译法。在 民 国 时 期，研 究 者 多 采 用“现 象 学 的 教 育

观”、“现象学的教育思潮”、“现象学派的教育观”、“现象

学派的教育哲学”等表述。本文采用“现象学教育学”这

一译法。

②　分别为：渡部政盛．何谓教育现象学［Ｊ］．白毓森，译．交通

教育月刊，１９２８（５）：４５－５０；吴家镇．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

（附表）［Ｊ］．河 南 教 育，１９２９（９）：１－１１；杨 人 楩．现 象 学 的

教育思潮［Ｊ］．教 育 杂 志，１９２９（８）：５－１７；蒋 径 三．现 象 学

者谢勒尔的教育观［Ｊ］．东 方 杂 志，１９３２（４）：１４－１９；雷 通

群．现象学的 教 育 思 潮 之 究 明 与 批 判［Ｊ］．教 育 研 究（广

州），１９３６（６９）：１３－１８；郑执中（译著）．现象学派的教育哲

学解说［Ｊ］．教 育 月 刊（上 海），１９３９（１）：６－１２；许 本 震．现

象学的教育家 克 里 克 之 思 想［Ｊ］．国 立 中 央 大 学 教 育 季

刊，１９３１（４）：１－１１．

③　《教育研究（广 州）》１９３６年 第１期 的“现 代 教 育 思 想 家

（一）”栏目中有现象学派教育家克里克的照片。

④　蒋径三编写的《西 洋 教 育 思 想 史》（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３１年

版）中有一节内容 介 绍“现 象 学 派 的 教 育 思 潮”；林 砺 儒

所著《教育哲学》（开明书店１９４６年版）中有一节内容介

绍“现象学派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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