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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生活研究的历史发展

教学生活研究是立足于教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建

构，对教 育、教 学 与 生 活 世 界 关 系 予 以 系 统 的 审

视，是教育理论面对人类世界变革所做出的应然回

应的具体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伴随对教学过

程本质问题的深人研究，我国教学理论日益关注教

学与 “生活世界”、教 学 与 生 活 的 关 系 问 题。有 研

究对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８年期间的我国主要学术期刊进

行梳理，认为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研究历程大

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１］

１．萌芽期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在 此 时 期，刘

铁芳、项贤明、郭元祥等研究者翻译、介绍西方学

者关于教育与生活关系的观点，并针对课堂教学活

动将儿童 固 定 在 单 一 的 “书 本 世 界”或 “科 学 世

界”里，远离了 “生活世界”等弊端，探讨了教育

（包括教学）的生活意义，以及生活的教育意义等

问题，为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理念的提出奠定了

基础。

２．发展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在 此 时 期，郭

元祥、王鉴、迟艳杰、蔡宝来等研究者主要围绕着

教学能否回归到生活世界，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目

的、意义、方法，教学回到什么样的生活世界，教

学如何回归生活世界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结合不

同学科的特点与要求，探讨学科教学回归生活的策

略。

３．争鸣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 此 时 期，熊

川武、江玲、郭华、刘旭东、张广君、王攀峰、伍

正翔、柳海民、蒋建华等研究者对教学回归生活世

界命题的反思和评判，认为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
混淆了教学世界和生活世界、教学与日常生活的差

异，因而不 可 避 免 地 带 来 一 些 理 论 难 题 和 实 践 困

惑，难以解决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４．深化期 （２００７至 今）。在 此 时 期，研 究 主

要倾向于对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解构与重构阶

段。针对人们对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批判和质疑，
主张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论者进行了回应和澄

清，他们进一步阐释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意蕴，从

教育学立场探讨了生活世界的独特意蕴，力图与哲

学话语体系中的 “生活世界”区分开来；分析了人

们在认识和把握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时存在的误

区和偏差，力图为教学回归生活世界创造条件。
另外，也有 研 究 者 从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 视 角 出

发，将日常 教 学 生 活 演 变 的 梳 理 分 为 以 下 几 个 时

期，萌芽阶段的教育或教学、制度化教学阶段、教

学 与 生 活 相 联 系 的 阶 段、日 常 教 学 生 活 的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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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２］１０－１２

显然，以上关于教学生活研究的划分只是针对

国内对教学与生活研究的现象而进行的总结，虽然

未必准确，但也说明了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情形。

客观而论，教学生活问题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初民

时期的生产劳动，后因制度化的学校出现，人类接

受教育的特殊要求与制度化的 “切割”，使教育教

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因此需要 “回归生

活世界”，需要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与教学论研究者

的理性思辨中找到自己的归途。而早期教学实践者

与研究者也没有忘却对生活世界的回归，比如卢梭

“教育 要 适 应 人 的 自 然 法 则”、斯 宾 塞 的 “完 美 生

活”理论、杜威 “教育即生活”的命题等，都是对

教育教学与生活意义的追求，也正说明了教学与生

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教学生活论的理论基础

基于对教学生活的认识与理解，基于对主体性

生活的认识，有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

论的前提下，提出 “生活认识论”的命题，即 “所
谓生活认识论，是指从生活世界观出发，把认识本

身视为生活，即把认识看作是人生活的一种形式，

当作认识者生活或存在的方式，当作认识者自我生

成、自我实现或自我完善的方式 （生活就是人的自

我生成、自我完善的过程）”。［３］２３

显然，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认识一切事物提供了

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也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

了理论营养。Ｋ·波 普 尔 曾 经 指 出，对 于 认 识 论，

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即 “当作日常的知

识或常识的问题，或当 作 科 学 知 识 的 问 题”。这 就

明确指出了认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领域：生活领域

和科学领域。［４］教学生活就是站在教学哲学的立场

上对教育、教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审视，是以教学

和生活世界为前提的，是以课程为载体在特殊的时

空中进行的，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教

学认识不再是工具、楼梯，而成为目的，成为生活

的内容或人的存在本身”。［５］因此，有研究者认为，

以教育教学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并坚持以教学与生活

关系的立场审视生活世界，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认识论为指导，应坚持从 “主体性维度”审视

教育、教学活动对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生活所起到的

发展和促进作用。［３］２２这就是教学生活论的哲学认

识论基础。

四、教学生活论的研究内容

（一）教学生活的内涵及特点

近年来，有研究者对 “教学生活是什么”问题

进行概括后认为，国内对教学生活的认识有三种观

点。第一种观点是 “教 学 生 活 即 教 育 生 活”，认 为

教育活动主体通过教育活动能动地摄取和展示生命

的存在和活力，获得和体验到生命的感觉、意识、
情趣和价值，满足自身的教育需要，实现自身与外

部环境的教育平衡，积极、全面地再现、参与、创

造和享有社会生活的过程。［６］第二种观点是 “教学

生活即社会生活”，认为教学生活不只是个人主观

的、偶然的生活，而且是蕴含着客观的社会主题，
反映着社会的客观现实。［７］第三种观点是 “教学生

活即精神生活”，通过这种精神生活引领学生的发

展，引领学生追求世界的真、善、美的活动。教师

精神生活的质量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学生的发展

及自身的人生幸福。［８］该研究者认为，不同研究者

对 “教学生活是什么”理解的差异并非偶然现象，
原因在于研究者思维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参照标准有

所不同。［９］但有研究者认为，教学生活必须看成是

教师与学生的专业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１０］１１７

也只有这种专业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的有机联

系，才能建立真正的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才能形

成人性化与规范化的纪律与制度，才能形成工具理

性与交往理性相结合并以交往理性为主的教学生活

世界。
有研究者认为，“教学生活是教学主体在特定

的时空环境中，为了生命发展和完善，以及提升生

命质量、实现生命价值与意义，借助一定的中介所

进行 的 各 种 生 命 活 动。”是 “基 于 生 命”的 活 动、
“为了 生 命”的 活 动、 “在 生 命 之 间”进 行 的 活

动。［９］教学生活研究中常常提及的 “生活世界”是

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生活着

的心物统一的世界，是指人生的过程、人的生成与

发展的过程。［１１］也正是基于对教学生活理念和本质

的认识与理解，有研究者将教学生活的特点总结为

以下四个方面：［１２］第一，意向性。教学生活具体而

真实，它的存在不能离开特定的情景。要把握教学

生活，不仅要生活于其中，而且还需要在其中积极

主动地行动。否则，即便存在于其中，也只能是一

个旁观者，难以有所作为。第二，客观性。作为教

学活动得以展开的背景，它是客观和先在于人的，
功能是多向的，而且它能够展现出什么样的功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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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决于教学在其间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对其

意义的开拓。第三，基础性。教学生活是形成特定

的教学关系的基础，构成教学生活不能没有它，它

对教学 生 活 具 有 规 约 作 用。另 外，它 为 教 学 的 沟

通、理解和反思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教学得

以超越给定性的束缚。第四，分有性。教学双方在

教学中获得的绝不仅仅是知识，还包括对教学进行

审视和 批 判、重 新 考 量 等，这 是 生 成 内 涵 更 加 丰

富、形式更加多样化的教学生活的前提。
（二）教学生活呈现的方式

有研究者从教育主体出发解构生活世界，认为

教育 （当然也包括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

有三种：一是成年人的生活世界，这是教育回归生

活世界的逻辑起点；二是未成年人的生活世界，在

未成年人的生活世界中，其资源的来源主要是通过

教育和熏陶完成；三是重叠的生活世界，即成年人

和未成年人所共同面对的现实世界。［１３］

有研究者从一般意义的宏观层面进行划分，认

为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方式有五个层面：一是回归

现实生活世界，具体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生

活事件、具体生活问题及各种关系。二是回归精神

层面的生活世界，具体包括现实的、具体生活，理

想的、精神文化层面的生活。三是回归动态更新的

生活世界，具体如生活现象的更新，生活问题的更

新，科学技术的更新，文化意识的更新，社会关系

的更新等。四是回归未来的生活世界，教学回归生

活不仅要着眼现实的生活，让学生了解和适应现实

的生活，还要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做准备。五是回归

学生内心的生活世界，每一个教师和学生的内心中

都有各自的生活世界图景，教学要面向的生活世界

也应该包括学生的内心世界。［１４］

有研究者根据生活的自在与自为的维度，将教

学生活分为两种：一是日常教学生活，指的是一种

自在的、无条件的、持续的、例常化的重 复 生 活；
二是非 日 常 教 学 生 活，指 的 是 一 种 自 为 的、创 造

的、超越性的非常规生活。［１５］４９

有研究者根据生活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将教学

生活分为三种：一是理性教学生活，指的是教师采

用理性方式对学生生命进行理性启蒙的教学活动；
二是道德教学生活，指的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德性教

化、促进学生道德品质养成的合乎伦理道德的教学

活动；三 是 审 美 教 学 生 活，指 的 是 一 种 “以 美 造

美”、“立美育人”的教学活动。［１５］５０－５１

有研究者根据教学生活的时间向度，将教学生

活分为三种：一是过去教学生活，指的是指教师个

体已经历 或 完 成 的 教 学 活 动；二 是 现 实 教 学 生 活

（或当下教学生活），指的是教师个体正在经历和体

验着的教学活动；三是未来教学生活，指的是教师

将要从事或体验的可能生活。［１５］５２－５３

有研究者根据生活空间向度，将教学生活分为

两种：一是课堂教学生活，指的是发生在课堂 （教
室）中的教学活动，是教师在课堂中为了生命发展

和完善以及生命价值实现而进行的精神能量和信息

转换的 活 动，包 括 课 堂 教 学 组 织 与 管 理、课 程 实

施、教学评价与教学反馈等教学活动；二是课外教

学生活，指的是教师为了课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以及自我 发 展 和 完 善，在 课 堂 之 外 进 行 的 各 种 活

动。［１５］５３－５４

由此可见，教学论研究者所站的立场不同，或

所持有的标准不同，对教学生活划分的标准也不一

样，对教学生活呈现的方式的理解也不一样。表面

看来，有一定的凌乱感和无序性，但就此问题的研

究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教学生活论的

内容。
（三）教学生活的构成研究

教学生活是教师在特定时空环境中，为了生命

发展和完善，以及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价值与

意义而进行 的 活 动。其 构 成 要 素 主 要 有 “生 活 目

的、生活主体、生活时间、生活 空 间、生 活 关 系、
生活意义”等。［１６］

有研究者认 为，生 活 就 是 生 存。 “生 活 世 界”
的基本组成部分 （要素）应该包括：生活主体、生

活时间、生活空间和生活资料。［１７］３３

有研究者认为，生活世界是处于一种自在状态

的世界，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朴实感情

与自然资 源 等 因 素 构 成 的 人 的 生 存 的 场 域，直 观

性、自在性、重复性、经验性、朴实性与实用性是

其六大特征。［１８］

在马克斯·范梅南通过对生活经验进行现象学

反思的基础上，认为教学生活的构成可分为四个主

题，即生存的空间 （空 间 性）、生 存 的 感 体 （实 体

性）、生存的时间 （时间性）、生存的人际关系 （相
关性或公有性）。［１９］１３６

（四）教学生活时空的研究

在教学生活时间的研究方面，有研究 者 认 为，
当我们将把教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特殊生活、看作教

学生活论的理论前提，我们也就确定了这样一个事

实：教学生活从范畴上讲是受教育者的当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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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时性上看，它承担着帮助受教育者认识 “以往

生活”、“当下生活”和 “未来生活”的任务。［３］２８

在教学生活空间的研究方面，有研究 者 认 为，
教学生活作为一种人为的、为人的生命活动，它不

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教学生活空间中

展开的，具有 “空间性”。然而，教学生活空间出

现了 “异化”，主要表 现 为 自 然 空 间 的 区 隔 化、封

闭化，社会空间的等级化、规制化，创生空间的认

知化、剧场化，感知空间的外在化、虚空化等。深

入剖析教学生活空间的异化问题，对于幸福教学生

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２０］

（五）教学生活的变革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虽然改革开放２０年来 教 学 改

革不断，新教学方法层出不穷，但教学呈现的依然

是机械 的 流 程，教 师 厌 教，学 生 厌 学 现 象 随 处 可

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

在教学实践 活 动 中 的 具 体 反 映。”［２１］正 如 有 研 究 者

认为，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么推崇普遍性的宏大叙事

式的哲学研究方法，要么向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学

习而追逐科学量化研究，对作为教育现象与规律呈

现的学生日常生活世界熟视无睹；在教育实践中，
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家长和教师也都自

觉不自觉地将学生引向一种异化的生活世界，根本

不考 虑 教 育 活 动 与 学 生 日 常 生 活 世 界 之 间 的 关

系。［１０］１０３－１０４从而，造 成 了 “见 物 不 见 人”的 教 学

现象，缺失生活的气息与生命活力。为此，教学论

研究者纷纷提出教学生活论重构的呼声与建议。
有研究者认为，教学需要从知识世界回归人的

世界，重视课堂生活世界的两个组成部分 （教师与

学生的专业生活世界）及其关系，还教师与学生专

业生活世界之外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时间与空间。［２２］

有研究者认为，教学要关注学生的生 活 经 验，
打通书本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关注学生的

生存方式，建设 “以学 生 发 展 为 本”的 课 堂 文 化；
关注学生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建构 “学习与生

活共同体”。［２３］而且，不但要丰富教学过程的互动

关系，而且也要关注教学情景的创建和营造。［１２］

有研究者认为，要有效整合科技理性和人文精

神，基于主体间性认识，在教学中贯彻师生主体间

的对话与合作，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在课堂教学

中要讲 究 策 略，让 教 学 向 生 活 世 界 扩 展。只 有 这

样，才能回归日常的教学生活世界，实现教学生活

化，重拾教学生活的意义与价值。［２４］

有研究者认为，要理性对待 “教学回归生活”
的口号，反思和清理科学世界、教学世界和生活世

界之间的关系，在教学的科学世界中融入关爱人、
发展 人 的 教 育 灵 魂，并 在 此 基 础 上 建 构 教 学 生

活。［２５］

由此可见，走向教学生活论的变革路径，不仅

要关注科 学 世 界，更 需 要 关 注 当 下 的 日 常 生 活 世

界，关注教师与学生的生活状况，关注教学过程中

的发现与新的生长点。也只有这样，才能重返生命

意义的课堂，让教学实践找到不该迷失的 “归途”。

五、教学生活论研究的审视

综上所述，教学生活论是近年来教学论研究中

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者主要将研究的核心聚

焦于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教学生活的反思与批

判”、“教学生活论重构”等方面。
就教学回归生活世界而言，研究者主要倡导家

庭生活、社会生活等日常生活与学校教育中的科学

日常生活之间的 连 续 性。 “生 活 既 是 教 育 的 起 点，
又是教育的归宿。教育过程内含于生活进程之中。
教育过程作为 ‘特殊的生活过程’，乃是受教育引

导的个人生活展开的过程。教育指向当下的个人生

活并使教 育 过 程 成 为 充 实、饱 满 的 生 活 过 程。”［２６］

呼唤教学回归生活世界即教育教学要关注人，关注

教育生活中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注一切教学生

活中的人。
就教学生活的反思与批判而言，教学活动作为

一种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社会实

践活动领域，理应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关注

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促进学生生活和发展方

式的 转 变，不 断 提 升 学 生 的 生 活 意 义 和 生 命 价

值。［２７］

就教学生活论重构而言，面对如此过于重视工

具理性而轻视交往理性的教学生活世界，教育家们

开始对教学生活世界进行重构。以课堂教学改革为

突破口 的 教 学 生 活 世 界 重 构 沿 着 两 条 思 路 进 行：
“一是在课堂生活世界中注入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
使课堂焕发生命的气息，使课堂教学与教师、学生

的生活经验与体验联系起来；二是把本该是教师与

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时间与空间还给他们，使他

们作为人的存在先于作为教师与学生角色的认识，
使日常生活经验中有经验、有体验、有交往，进而

为课堂教学专业世界提供基础。”［１０］１１６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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