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捎要 :教 肓场作为教育空间场所的提法由来已久 ,但 至今人们对教育场的认识尚未取得共识。教育场是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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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场

”
仵为教育空间场所的提法由来已久。

近年来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加剧 ,加上人们对教育现

象整体性、动态性认识的加深 ,在 中小学教改实验和

社区思想环境建设等方面 ,人们自觉或不 自觉地提

到了构建
“
教育场

”
的问题 ,也有不少研究者给它下

了明确定义。但由于各自视角不同以及研究领域的

差异 ,人们对
“
教育场

”
的认识尚未取得共识。为了

更好地研究
“
教育场

”
现象 ,笔 者广泛搜集了有关文

献 ,现整理述评如下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教育场全

息概念。

- 搜集相关文献的方式与范围

为了确保检索到的文献具有较高权威性和代表

性 ,笔者确定了以下检索标准 :首先必须是公开发表

的文献 ,其次是引用价值较高的二次文献——社科

类人大复印资料。为了全面高效地进行检索 ,笔者

采用了微机与手工相结合的检索方法。先通过微机

检索 ,若能直接从网上获得文献全文则只用微机检

索 ;若只能获得文献目录则据此查阅文献或书籍 ;对

于近期尚未录人光盘的重要期刊进行手工检索。

(一 )中文类。1.著作类。笔者通过微机对中

国国家、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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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四图书馆进行
“
教育场

”
题名和关键词检索 ,均无

含
“
教育场

”
题名的书目,但含

“
教育场

”
关键词的书

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选编》[1]。 另在

google网 站上查到《面向21世纪——高效教育场建

构探索》[2]一书书目。2.报刊杂志类。笔者通过

微机对 1950-2002年 中国报刊索引光盘版键人关

键词
“
教育场

”
进行检索 ,获得与本论题关系密切、

标题含有
“
教育场

”
关键词的论文共 4篇 ,它 们是

《关于学校教育场的系统研究》[3],《 创建良好教育

场,发挥群体的育人功能》[4],《 论大教育场与电大

开放性办学》[51,《社区“
流

”-——“教育场
”
:社 区

良性发展》[6]。 对 1995-2001年第二季度人大复

印资料社科类期刊光盘版输人
“
教育场

”
按任意词

法进行检索,获得与本研究相关的含
“
教育场

”
词条

的论文 16篇。3.网 页类 :在 http:〃 www.google。

∞m/网站中,通过
“
教育场

”
任意词检索 ,获得含

“
教

育场
”
词条的信息共计匆5条。真正与本研究有关

的只有 137条 ,其 中包含 日语
“
教育场

”
和港、台及

华语地区繁体字
“
教育场

”
词条。

(二 )英文类。1.笔者通过输人英文
“
The fleld

of education” 和
“Educational犰 ld” 进人

“
美国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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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获得含这两个关键词的信息词条分别为 ”4

万和 sz5万条 ,笔者从中任意检索了上千条 ,发现绝

大多数词条表达的是
“
教育场所

”
、
“
教育领域

”
、
“
实

习场地
”
之义。笔者又从这 1000多 条中选出与本

研究有关的弱 条与中文词条进行比较研究。通过

查阅有关英汉教育词典 ,尚 未发现能与
“
教育场

”
含

义完全对译的英文词条。2.笔者利用微机输人关

键词
“Educational犰ld” 或

‘‘The丘eld of education”
,

对前述四图书馆进行题名检索 ,均未发现含该词条

的书目。但进行任意词检索 ,获得书中含这两个关

键词的英文书籍共 7本 ,均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笔者查阅这 7本书籍后获知 ,书 中内容与本研究相

关度极低 ;所 检索的电子英文期刊中均未含
“The

fIeld of education” 或
“
Educational f1eld” 题名和任意

词的报刊。

二 根据各种
“
教育场"内 涵分类分析

笔者以与本研究关系密切的 21篇论文和从网

上搜集到的
“
教育场

”
中英文信息词条为基础 ,根据

各种
“
教育场

”
的内涵进行分类梳理 ,并从中选出有

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析。

(-)空 间教育场

1.具体空间类。
“
教育场

”
最初是以教育场所

这一含义被人们理解和运用的。在西方教育史上 ,

斯巴达男孩七岁即被送人
“
国家教育场

”
[71。 ⒛

世纪初叶,郑 正秋在报上广告说 :“ 使剧场为教育

场。
”
[叫 这里提到的

“
教育场

”
都是指开展教育活动

的具体场所。有研究者提出 :“ 通过纵横交织的渠

道来扩大教育场
”
[9],此处的

“
教育场

”
已演变为辐

射教育影响的空间范围。在此基础上又有研究者将

其进一步演变为具有育人作用的教育环境 ,提 出
“
创建各种教育场 ,蕴 育种种教育因素 ,使 每个建

筑、每个角落都发挥育人作用
”
[2]。 这一认识的转

变表明:研究者在教育实践中不仅认识到具体空间

场所可以用来开展教育活动 ,扩大教育影响 ,而且还

意识到人为环境本身也能起教育作用 ,因 此教育者

可以通过人为地改造物态环境来增强其教育功能。

2.抽象空间类。研究者在对教育场具体空间

概念进行深化认识的同时 ,发展了教育场的抽象空

间概念。一是指教育领域抽象空间范围。比如 ,

“
近世中国教育场内士绅习惯的嬗变

”
[10]。 二是

指观念范畴 ,如
“
后现代教育场域

”
的提法 [2]。 对

教育场作抽象空间的理解 ,扩展了人们对教育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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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认识 ,提升了认识主体对抽象事物的观念性把

握水平 ,以使教育场概念在思维中实现具体空间与

抽象空间的统一 ,从而为立体教育场意识的形成打

下了基础。

3。 立体教育环境类。
“
教育场

”
是指人们工作、

学习、生活所处的具有教育功能的环境 [11]。 思想

教育工作要注重
“
教育场

”
建设 ,让广大群众在

“
教

育场
”
中潜移默化 ,受 到熏陶 [12]。 这里的

“
教育

场
”
虽然表面看仍指

“
教育环境

”
,但它不仅仅指具

体的物态环境 ,更多的是指人际关系及相应的心态

环境 ,所以是具体空间与抽象空间的有机统一认识。

在近年的中小学教改实验中,一些学校形成了
“
上

下贯通 ,纵横有序的全天候、全方位的
‘
教育场

”

[2]。 这些提法字面上虽有不同,但都在强调多种

教育环境、教育因素的结合 ,以 形成全方位的立体教

育环境。

(二 )动态教育场

杨应崧在《社区
“
流

”-——“教育场
”
:社 区良性

发展》[6]一文中,论述了教育场的动态性。如果说

这一论述还只是从形态的变化上描述教育场 ,那 么

近来已有研究者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揭示教育场的动

态转化特征。该研究者认为 :“ 教育实际上是一种
f场 ’

的运动 ,是 教育场之间信息波的相互传递。
”

[2]从认识教育场形态的动态性到内部信息传递特

征的揭示 ,表 明人们对教育场的认识在逐渐加深。

(三 )Jb理教育场

有研究者根据 自身教改实践 ,从不同侧面提出

了揭示教育心理作用的教育场概念。-是从教育情

境的创设 ,能促进学习者心灵和谐发展的角度 ,来揭

示教育场具有影响人心灵的作用。有研究者提出 :

“
创造美的教育境界 ,就 能激发学生的乐学情趣和

专注精神 ,使美乐整合 ,强化乐学心理 ,形 成美乐教

育场。
”
[13]另 有研究者指出:对

“
幼儿识字优质教

育场的创设
”
,为幼儿识字教育在技术上提供了很

有价值的经验 [14]。 二是指潜在于教材中的情感

通过场效应激发出来。有研究者认为 :教师要融人

情感角色 ,释放最大的情感能量来
“
活化

”
情文并茂

的文学教材 ,以 强劲的情感震撼力和辐射力布设
“
教育场

”
,并 以这种

“
场效应

”
来感染和同化学生

[2]。 三是把教育场看作心灵交流和情感体验。四

是把教育场看作对人的精神具有无形作用力的存在

物。有研究者认为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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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交互作用 ,从而产生了一个力量巨大的
“
教育

场
”
,它

“
同化和教育着

”
一代代的学生 [15]。 从这

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先是认识教育场具有心

理作用功能 ,再认识其产生影响的方式 ,并进一步强

调了教育场的心理同化作用力。

(四 )资源教育场

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场是资源存在的一种方式

[2⒈ 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场是教育要素与资源的

组合者 [16]。 因为多数教育资源都是以商品的形

式存在于信息网络、图书馆、书店等渠道或空间,学

习者必须以刷卡或现金购买的方式才能获得 ,而后

才能组合 ,所以笔者认为将其理解为教育资源市场 .

似更能确切地表达教育场具有提供并高效组合教育

信息的特性。

(五 )和谐教育场

一是有研究者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 ,认为要构

建起以
“
学校教育为主导 ,家庭教育为基础 ,社会教

育为依托
”
的,校 内外和谐一致的,适应学生个性发

展的
“
素质教育场

”
[17]。 二是有研究者从学校内

部考察复杂教育因素的组合 ,提 出了构建
“
有利于

提高青少年基本素质的和谐教育场
”
的重大意义 ,

并进一步明确
“
调控教育场中诸教育要素的关系 ,

使教育的节奏符合受教育者发展的规律 ,进 而使
‘
教

’
与

‘
学

’
产生谐振效应

”
的具体做法 [18]。 三

是借助教育场的观念对教育 目的进行整合研究

[19]。 对和谐教育场的这三种理解 ,由 外向内,从

宏观到中观最后到微观 ,勾 画了一幅学校系统构建

和谐教育场的图景。

(六 )综合高效教育场

一是校内综合高效教育场。1.学校宏观层次

的综合高效教育场。有研究者认为 ,引 人
“
教育场

”

的目的是构建教育综合环境 ,因 为教育场是
“
从整

体观念出发 ,把教育各方面的因素归结成一种整体

结构 ,以 让教育结果取得真正的高效
”
[zO]。 也有

教改实验证实 ,可 以通过努力使校内校外各种教育

因素
“
构成广阔的、统一的、协调的整体性情境 ,构

成高效的立体
‘
教育场

”
[211。 2.学校中观层次

——教学中的综合高效教育场。有研究者认为 :实

施审美教育 ,应全方位展开 ,“ 形成宏观和微观有机

结合的审美教育场
”
[⒛ ]。 3.学校微观层次——个

别教育中的综合高效教育场。有论者认为 :要转化
“
学困生

”
,就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

“
创设

高效教育场
”
[zs]。

二是校内外综合高效教育场。有研究者指出 :

超越学校教育系统的囿限,建立
“
高效教育场

”
,把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纳人到学校教育中来 ,使

之
“
组成一股巨大的教育合力

”
[叫 ]。

(七 )对学校教育场的系统研究

研究者首先揭示
“
场

”
的特征 :“ 场

”
最早被用于

物理学 ,被认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 ,具有能量、

动量和质量 ,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 ,如 电场、磁

场、引力场等。进而对
“
教育场

”
进行界定 :就是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 过各种

教育媒介和教育活动 ,进行相互作用和影响 ,达到信

息能量的转换、增生的综合条仵。最后指出学校教

育场的四个特点。一是整体性。学校教育场是一个

整体 ,场 中任何组成部分都只有在场中才有意义 ,表

现出最佳功能。这种整体性还体现在整体因与综合

果上。教育场是靠合力来产生作用的 ,因 而产生的

是综合果。所以,研究和建立学校教育场 ,是全面实

现学校功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二是动力

性。教育场具有动力性。这种动力性反映在教育场

中诸因素之间相互需要、依存和影响的关系中。各

自相互需要是动力的源泉 ,而相互依存与影响是动

力的体现。所以,从场的角度来审视和运作学校教

育 ,具有动力的优势 ,它弥补了传统教育对各因素孤

立审视和把握的缺点 ,用场的关系理论来构建各因

素之间的关系 ,形 成了动力机制。三是动态性。这

一特点使教育场处于不断的变化的态势之中。教育

场的动态性表现为教育场永远处于从平衡到不平

衡、再到平衡的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所以说 ,从教

育场来看 ,我们能找到教育发展、变革的动力机制 ,

能够更为科学而有效地把握它。四是开放性。学校

教育场具有开放性特点 ,它积极地与外部发生信息、

能量交换 ,产生新不平衡 ,进而产生新的活力「3]。

('、 )开放教育场

黄宜梁在《
“
场

”
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论述

道 :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 ,正在改变

着人类生活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 ,并
“
给人类社

会带来了强大的教育场
”
[2]。

总之 ,建立综合高效教育场已形成为必然趋势。

越来越愈多的国家提出 :“ 家庭与学校、社会的相互

协调和影响一致 ,建立所谓
‘
高效教育场

’
。
”
[2]

三 建立相对科学完整的教育场全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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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研究表明 :人们对教育场的认识已从学校

延伸到了社会和广袤的空间,从对教育场所的具体

认识 ,上升到对教育领域、人际环境、心理情绪波动

等的牡象认识 ,并进一步认识到了对教育场进行系

统研究的必要性 ,还就此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教改探

索实验。但所有论者均未对主体教育场作进一步探

索。为了多层次、全方位地解释教育场概念 ,同时也

为了促使人们在教育场概念上达成共识 ,笔 者拟综

合已有研究成果 ,建立教育场全息概念。

(一 )教育场全息概念应含有的基本因素
“
全息

”
是

“
反映物体在空间存在时的整个情况

的全部信息
”
[犭 ](11m页 )。

“
所谓全息乃指小局

部之中包含有大整体的信息 ,且可重演再现其原形 ,

由此发展而来的理论 ,称为全息论
”
[“ ]。 中国科

学院院±徐光宪认为 :“ 一门学科的全息定义还要

说明它的发展趋势、与其他门类学科的交叉、世纪难

题和突破口等
”
[刀 ]。 而概念则是

“
反映对象的特

有属性的思维方式
”
,是

“
人们通过实践 ,从对象的

许多属性中,抽象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
”
[28](⒕ 88

页)。 笔者根据前述
“
全息

”
的含义和学科全息定义

的要求及概念的本意 ,认为所谓全息概念是指 :从尽

可能多的角度和层次 ,抽象概括出对象的特有属性 ,

并从整体角度对其进行全方位地分析、说明,以 揭示

它所包含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含义 ,同 时又在局部中

全面地多层次地反映其整体特有属性的思维方式。

下面笔者拟根据这一思路探析教育场全息概念应包

含的基本因素。

根据全息论观点 ,整个教育场息息相涵 ,“ 整体

与部分相摄 ,一侧面、层次之信息 ,同在他侧面、层次

中有所反映 ,部分的信息在整体中,整体的信息亦同

在部分中,部分与整体密不可分
”
[“ ]。 因此 ,在教

育场全息定义中必须强调整体性 ,但又不能忽视部

分与整体内在的有机关联性 ,真正树立起整体在局

部中、局部又组成整体这样一种全新的场概念。

前面有关
“
教育场

”
概念的分类综述表明,教 育

场全息概念至少应含有 :具体空间和抽象空间因素 ;

动态作用与转化因素 ;心理作用力因素 ;资源市场因

素 ;和谐协调多种教育影响因素 ;整体优化高效因

素。人们对教育场的这些已有研究 ,都只是就客体

教育场的不同侧面和层次进行分析 ,尚 未研究其复

杂性在认识主体教育场中的反映,更未揭示主客体

教育场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研究者虽然意识到教育

52

场具有意识形态范畴的含义 ,但并未做系统研究 ,更

没提及与客体教育场之间的联系,这就没有做到全

方位地揭示教育场的全息意义 ,因 此在建立教育场

全息概念时必须凸显主体教育场的意义 ,深人阐发

主客体教育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由于上述论者从各自研究对象或领域出发来认

识教育场 ,这就难免产生片面性。即使学校教育场

的系统研究者 ,也 因受限于学校教育场而没有从全

方位的角度对
“
教育场

”
进行界定。因此 ,笔 者认为

有必要综合他们的已有理解 ,对教育场进行全息定

义。这就必须首先根据
“
场

”
含义的全面理解 ,对 照

以上论述 ,找 出哪些含义该给出而没有涉及 ,以便在

全息定义时补上。其次 ,必须通过对教育场的综合

理解 ,来揭示教育场各种特性间的内在联系 ,才能从

整体上界定教育场的概念。

(二 )通过对
“
场

”
含义的全面理解来'探 索教育

场全息概念的建立

笔者从《汉语大字典》
“
场

”(-)共 8个选项中

选择出与本研究有关的 3个词条 ,以 便在此基础上

建立起教育场全息概念。
“
场

”
:泛指进行某种活动

的场所 ,泛指某种领域 ;集 ;市集[29](462页 )。 又从

《辞海》
“
场

”(一 )共 7个选项中选 出 3个词条 ,

“
场

”
:特指考场 ;物理场 ;指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

理量或数学函数 ;有时也指空间区域本身 ,不一定是

物质存在的形式 ,而是有时为了研究方便才引人的

概念[28](600页 )。 由于物理场对研究教育信息场

具有直接借鉴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其做进-步引用。

《辞海》指出 :“ 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 ,物质存在的两

种基本形态之-,存在于空间区域。例如电磁场、引

力场等。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依靠有关的场来实

现的。场本身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 ,且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和实物相互转化。
”
[28](sO0页 )《 英汉原子

能词典》关于
“Πeld” 的释义为 :“ 野 ,场 ;现场 ;照射

野 ;[计 ]字段 ;信息组 ;符 号组。
”
[sO](305页 )“ fleld

theory” 则释义为
“
场论

”
[30](306页 )。 《英汉教育

词典》关于
“
Field” 的解释是

“
领域 ,方面 ;界 ;大 类 ;

学科范围 ;字段 ;信息组
”
[311(136页 )。

依据《汉语大字典》和《辞海》关于
“
场

”
的有关

解释 ,笔者认为教育场可以用来 :一是描述进行教育

活动的场所 ;二是泛指教育领域 ;三是泛指教育资源

市场 ;四是描述遍布空间的教育信息 ;五是表钲主体

教育场。《辞海》第 7项释义表明为研究教育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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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建构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引人
“
场

”
概念 ,对研

究者的思维活动和意识形态进行说明,况且这方面

已有勒温 (Ku⒒ Lewin,1890— 1947)的 心理场论作

为理论支撑。只是由于研究者意识活动域指向的是

教育 ,因此 ,我们把与此有关的主体意识域及与此相

关的思维活动范畴称为主体教育场 ,以便从更抽象

的角度来把握主体对教育信息的加工状态 ,揭 示加

工教育信息中所具有的能量、质量、动量等特征。此

外 ,教育场还可作为分界单位。根据上述英汉词典

的有关解释 ,笔者认为教育场可以用来作为划分领

域或范围的
“
界

”
和单位。从

“
信息组

”
到

“
学科范

围
”
,直到整个教育领域 ,都可以用

“
教育场

”
加以表

,了

`°
(三 )教育场全息概念的界定及其全息含义

要给教育场下定义 ,首先应科学揭示教育场现

象与其他同类社会现象共有的普遍属性 ,确 定教育

场的上位邻近属概念 ;然 后科学地概括所有教育场

现象的普遍共性 ,找 出教育场本身特有的种差 ;最

后 ,把邻近属概念与种差逻辑地结合在一起 ,就构成

以定义概念的形式所反映出的教育场本质。根据客

观事物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和状态的不同,我们可

以把客观事物划分成四种最基本的类型 ,即
“
实体

性存在、活动性存在、属性存在和关系性存在 ,反 映

到主观世界 ,就分别形成实体性概念、活动性概念、

属性概念和关系性概念
”
[” ]。 基本类型的不同 ,

意味着相应事物内部结构和质的规定性的模式不

同,从而也要求我们相应地用不同逻辑思维模式去

加以考察和把握。客观地考察全部时空中的教育场

形态 ,可以肯定地说 ,“ 教育场
”
是一个实体性、活动

性、属性和关系性复合一体的概念。它概括反映的

是一种复合了教育场地和教材等实体存在、培育人

的实践活动、教育信息的耦合属性、主客体复杂关系

的客观存在形式。由此可见 ,“ 客观存在形式
”
就是

其属概念 ,复合
“
实体性、活动性、属性和关系性

”
就

是其种差。

笔者综合前述诸
“
教育场

”
的含义及概念界定

应满足的条件 ,认为教育场全息概念可表述为 :教育

场是由多种能产生教育影响的资源 ,以 动态能量、信

息或物化状态方式交互作用 ,形 成具有时空统-性

的立体组合式的教育资源存在形式及其在认识主体

中投射的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表明:教

育场具有实体性 ,可 以物化状态存在 ;是一种活动性

存在 ,具有交互作用性 ;具有主客体耦合产生教育影

响的属性 ;具有时空统一的立体组合的结构关系性。

这种关系性还表现在教育场是一个主客体有机统一

的整体。一方面 ,认识主体把教育活动及其环境作

为一个大系统 ,来认识教育与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

息的交换与转化 ,以 此实现教育资源的交叉与综合 ,

从而把各方面教育资源组合成一种整体结构 ,构 建

具有综合教育功能的环境 ,为学习者综合利用教育

资源提供条件。另一方面 ,这一动态的立体综合环

境 ,又必然在其影响所及的主体教育场中(主客体 )

耦合生成意识形态教育场 ,并对主体产生实效性影

响 ;再通过受了影响的主体反作用于客体教育场的

创设。其时空统一的立体组合表现出全息意义 :一

是随着时空的变化 ,教育场组合结构必然发生相应

变化 ,在整个变化的全程中教育的意义将会得到全

面展示 ;二是由于时空坐标的分割 ,教育场必须具有

可分解性 ,在特定时空形成的局部教育场具有相对

独立性和完整性 ,亦 即局部中反映着整体 ,整体又可

以分解为局部 ,但总是以立体的形式存在的;三是教

育要素、系统均相互渗透 ,每一部分都包含了相关部

分信息 ,每一运动最终都是由教育场中过去、现在甚

至即将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

教育场立体组合性表明:教育场的组合应全方

位多层次展开。首先 ,是层次组合。客体教育场应

实现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统一 ,主体教育场则应实现

基本理论、规范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统一。在认识教

育场时 ,应从不同层次的统一性上进行分析 ,务必达

到逐层深人。其次 ,是不同系统教育场之间的组合

性。1.具体空间场所的组合。把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学校教育融为一体 ,近程教育与远程教育融为一

体。2.各种教育领域的组合。普通教育与职业教

育、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结合

起来 ,把各种教育系统组合成广阔的、统一的、协调

的整体性特征突出的高效立体教育场。3.具体教

育场境与教育领域的组合。各教育领域应根据增强

自身功能的需要 ,来设计相应的硬件结构 ,包括校园

环境建设、实验仪器设备、传递教育信息的系统设备

等 ,使之与具体的教育领域在时空上实现具体统一。

再次主客体教育场的统一。教育场的客观存在方式

必然投射到主体意识中,促成认识主体改变思维方

式 ,从整体性、立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的角度进行思

维 ,重组原有关于教育的意识 ,并尽可能达到主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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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场的高度耦合 ,至少应具有基本结构的同构性。

以这样的主体教育场意识结构去指导教育实践 ,才

能实现实践主体与客体教育场建构过程中信息、能

量的正向交流 ,从而不断增强客体教育场的功能。

通过客体教育场的信息反馈也将进一步强化、丰富

主体教育场结构 ,从而增强主体改造客体敬育场的

功能。教育场的立体动态组合体现在时空的统一性

上。1.表现为教育场运动的各阶段、各环节 ,在 时

间上的连续性和统一性。2.是指变化内容的统一

性。无论是阶段、环节上 ,还是运动点上的组合 ,都

必须是主客体教育场之间及各自内部在具体的系统

和层次上进行的组合 ,因 此是具体的动态的尽可能

优化的组合。

根据上述分析 ,可 归纳出教育场全息概念的八

个要义。1.教育资源以组合方式存在广袤空间。

它包括具有教育作用的场景——教育环境或场所 ,

各种教育系统、领域等。2.教育资源市场。它起着

配置、流通和宏观调控教育资源的作用 ,并为学习者

提供其所需要的教育资源。3.教育信息场。它是

围绕群体或个体学习需要组建起来的,以 教育信息

或能发出教育信息的物化方式存在的,能使学习者

产生心理反应的教育信息、能量的存在形式。4.教

育资源(含 教育要素)以 组合方式存在的形式。其

存在方式具有整体性、耦合性、立体性、动态性特征。

5.表征教育存在的范围或单位。6.主体教育场。

它以主体反映客体教育场而形成的思维方式、意识

形态、理论体系等形式存在 ,并积极主动地解释、作

用于客体教育场。7.相互作用关系。教育场的局

部与整体具有立体、动态的统一性。局部在运动过

程和立体结构中展现
“
缩微整体

”
,无数局部又组成

“
放大整体

”
,整 体又被人从观念上分成多层次、多

侧面的局部。主体教育场积极作用于客体教育场 ,

客体教育场又将其
“
被作用的结果

”
投射到主体教

育场中,促使主体教育场发生结构性变化 ,产生新一

轮相互作用 ,如此循环往复 ,不断上升到新的更高水

平的相互作用。8.整体性°前述五个要义分别从

不同角度揭示客体教育场的五方面特性 ,这样便于

主体沿着这五个方面对客体教育场展开分化研究。

但就教育场这一客体来看 ,这五个要义又是有机统

一的。因为客体教育场的存在 ,必须有特定的空间、

有限定的教育信息 ,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以一定的范

围或单位的形式存在。此外 ,还需根据学习者发展

的需要 ,利用教育资源市场进行教育资源配置与组

合 ,才能最终建成符合学习者发展需要的教育场。

客体教育场的整体性 ,必然要求主体教育场从整体

的角度来把握它 ,主客体教育场这种相互作用生成

的近似同构性 ,充分反映了主客体教育场之间及其

内部的整体性。

(四 )教育场全息概念的时代性及发展性特征

教育场全息概念是在信息时代教育实践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无论从其
“
全息

”
特征 ,还 是从其关于

教育场现象的概括性解释及其定义 ,都可明显地看

出它是立足于信息与能量的动态转化角度 ,从整体

上分层次和侧面来说明信息时代教育的特征 ,因 此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教育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产

物 ,旨 在对信息时代的教育作出更好的说明 ,而对于

人类历史上的教育 ,尤其是工业化以前的教育便难

作出较好解释 ,至少难以从全息概念的角度作出说

明。

由于
“
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 是随着社会历

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
”
[zB](1H,BB页 ),心理

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也表明,概念的定义会随着人类

实践过程对事物认识的加深而改变。不仅在认识的

层次上会逐渐加深 ,引 起内涵的不断增多 ;在外延上

也会不断扩展 ,产生出新的含义。同时 ,可能某些外

延因存在条件的丧失而失去效用。因此 ,建立教育

场全息概念只能是笔者的一种主观努力。限于笔者

的实践、认识,kT,也由于客体本身的变化 ,实 践主

体群意识的不断提高 ,教育场全息概念将会得到不
^断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

[刂 上海市法制宣传办公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渚律法规选编[M⒈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4.

[2]http://www。 oogle。 com。

[丬 宋连生 ,王洪才。关于学校教育场的系统研究[J⒈ 教育研究,1995,(10)。

[4]卫建国,赵晋铨.创建良好教育场 ,发挥群体的育人功能[J⒈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8(1)。

[5]黄宜梁。论大教育场与电大开放性办学[J].中 国电大教育,1996,(8)。

54                                      ·



曾茂林 教育场概念的回顾与思考

[6]扬应崧。社区“
流
”-— “̄

教育场
”
:社 区良性发展[J⒈ 上海高教研究,1998,(1)。

[7]蔡文。论体罚的历史根源及其危害

"⒈

中小学教育,I999,(4)。

[8]谭春发。郑正秋与中国话剧复兴(中 )[川 .戏剧、戏曲研究,199s,(9)。

[9]肖 丿l卜 现代化教育的基本特征[J⒈ 教育学,199B,(10)。

[10]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

社会学,1997,(5)。

Ⅱ刂朱炎.从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谈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J⒈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9,(2)。

[12]杨培平,浅议新时期思想教育工作方法[J⒈ 思想政治教育,1998,(8)。

[13]查有梁。论教育模式建构[J⒈ 中小学教育,1997,(8)。

[14]吴惠育。对幼儿识字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J⒈ 幼儿教育,1996,(3)。

[1到 雷一呜。对加强高校成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性思考[J⒈ 思想政治教育,1998,(9)。

[16]沈光辉。教育要素的组合者——试论中国电大办学定位的战略选择[J],开放教育研究,1999,(1),

[17]周广兰。如何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N⒈ 中国教育报,200109-25。

[18]天津市和平区教委。创建和谐教育模式,落实紊质教育目标[N]。 中国教育报,1999-07-16。

卜9]夏成满。教育目的实现的拄制机制[J⒈ 教育理论与实践,1987,(4)。

[20]张圣华。学校管理中的相似原理[J⒈ 中小学学校管理,1995,(3)。

[21]张佩华。和谐教育管理与学生素质提高[J⒈ 教育学,1998,(4)。

[22]陈红。审美教育对小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影响[J]。 中小学教育,1997,(4)。

[23]全 国教育管理研究会课题组。初中学习因难学生教育的研究[J⒈ 中小学教育,1996,(10).

["]郭子仪,张 晓洪。试论整体教改实验与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J]。 中小学教育,1998,(3)。

[25]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一卷[M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 。

[261魏元跬。从当代系统论、信息论、协同论看易学原理[J⒈ 中国哲学,zO00,(12)。

[27]徐光宪。概念的多维定义[N⒈ 光明日报,zO01-05ˉ 07(3)。

[28]夏征农。辞海(缩印本)[M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B9。

[29]汉语大字典[M⒈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 。

[30]英汉原子能词典[M]。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78。

[31]卫道治,赵守富。英汉教育词典[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

[32]傅松涛。教育本质研究中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科学统一[J⒈ 教育学,19gB,(6)。

Review and TⅡnⅡng oF Educa】 ona1Fie1d

zENG Mouˉ lin

(Educa【。n science Institute, sichuan No△ ma1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It is an old notion that educational Ⅱeld is the space and place for education, but up tnl

now people do not ag亡 ee on its recognition。  According to reference books, it is the existent￡orm of educa-

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sycholog忆 al state and Ⅱeology of its pr丬 ecton on the educational su丬 ect,comˉ

bined by all son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dynaⅡ 1ic energy, information or material-

ized state and Ways and of unity of tin1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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