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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皮亚杰”发生学视角中的教育目标模型

分析与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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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目标模型作为教育活动的核心导向袁须具备明晰的内在逻辑体系与坚实的理论基础遥认识发生思想为

审视和重构教育目标模型提供了新视角遥 以野胡塞尔要皮亚杰冶认识发生思想为依据袁基于发生学视角袁从对象尧过程与

结构维度对加涅尧布卢姆及新课改三维目标等典型教育目标模型进行审视袁检视优势及不足袁进而借助胡塞尔意向性理

论论证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与素养发生的对应关系袁构建出从发生学视角认识核心素养的完整体系遥 为进一步深入探

究核心素养的内在逻辑和构成要素筑牢根基袁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核心素养在教育过程中的形成与发展脉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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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认识发生问题不仅是一种哲学逻辑袁对具体学科
领域也有深刻影响袁比如在教育领域袁便可有从认识
发生到学习发生的分析与认识遥本文自此视角出发并
将目光聚焦到教育目标模型问题上袁所关注的是自哲
学源头而来的认识发生思想对于教育目标模型有何

影响袁即如何在有哲学依据的发生学视角中审视教育
目标模型遥 本文强调对野发生冶问题的关注是有理由
的袁比如学界已经醒悟到教育目标模型所言野目标冶袁
不仅是作为终端成就的目标袁 还应该同时关注过程袁
即关注该目标发生的过程遥 然而对这种野目的冶与野过
程冶关联与冲突的思考远未成熟袁其实是受到发生学
思想的影响而又缺少严格审视的结果遥

二尧野胡塞尔要皮亚杰冶视角中的认识发生

有研究通过追溯哲学认识论进展梳理出 野胡塞

尔要皮亚杰冶认识论的发生学脉络[1]袁本文借此剖析教
育目标理论模型的发生学机制袁探寻其构建的学理依
据与底层逻辑遥因胡塞尔和皮亚杰的认识发生思想皆
源于康德的先验范畴说且各有特色袁故合并探讨遥 在
此视野中袁认识发生渊知识发生冤不仅是获得认识对
象袁更是一种过程[2]遥于是认识发生之思可分解为关于
对象的发生和过程的发生袁且二者皆具结构性遥 结构
性同时是对象和过程的重要特征袁故结构分析成为继
对象和过程分析之后的关键遥最终袁借对象尧过程及结
构分析袁可呈现严谨清晰的认识发生图景遥

渊一冤对象分析院知识是何袁何以发生
胡塞尔继承康德构造真理的立场袁认为作为对象

的知识是认识活动构造的产物袁是人与外物相遇时构
造的成就而不是外物本身[3]袁具有观念性曰由主体先验
范畴综合感性经验所得袁因感性经验的客观袁构造对
象也具有客观性袁 可将观念性对象看作是主体依据
野意向性冶直观构造的观念性客观成就[4]遥 然而皮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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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此观点未解答野先验范畴冶来源与发展的问题袁他
进一步将先验范畴细化为野逻辑数学范畴冶和野物理范
畴冶遥逻辑数学范畴指向主体内部世界的协调袁内核是
规定内部协调的逻辑结构渊语言学意义上袁如语法冤曰
物理范畴指向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协调袁内核源自亚里
士多德由概念所说明的空间结构渊如语义尧概念冤遥 由
此袁可将认识发生过程概括为院认识发生源自主客体
相互作用袁物理范畴获取外部真实材料袁借逻辑数学
范畴完成内部协调与先验综合袁实现认识发生遥 新知
的发生导致先验范畴发生变化袁两范畴的变化亦相互
影响并为下次认识发生做准备遥皮亚杰两个范畴说下
的知识发生思想与胡塞尔所言构造成就的观念性和

客观性双重性质高度契合遥前者的结构性决定了构造
对象的野观念性冶袁物理范畴与外部世界直接打交道的
野功能冶对应构造对象的野客观性冶遥可见袁胡塞尔野观念
性客观冶思想为皮亚杰的两个范畴说提供了准确的性
质把握依据袁而后者为前者野观念性客观冶说找到了认
识发生机理的进一步说明[5]遥

渊二冤过程分析院知识如何发生
胡塞尔改造康德认识论思想袁提出从野知识是什

么冶转向野知识渊认识冤是如何发生的冶袁实质是追问作
为对象的知识是如何构造的袁借此奠定了发生思想在
认识论中的合法基础[6]袁成为审视教育目标模型发生
学属性的起点遥 皮亚杰两个范畴说指出袁物理范畴与
逻辑数学范畴结合具体问题运动的过程即知识发生

过程[7]袁也是思维发生过程遥 由此可推演出野知识要思
维冶关系院思维以知识为基础袁知识是思维的结果袁思维
过程改变知识与思维结构[8]袁体现为学习发生过程遥

事实上袁学习发生不止于此袁学习是包含感性活
动的理性活动遥 研究团队基于两个范畴说设计的野学
科知识尧问题解决尧学科思维冶三层结构教育目标模型
仅给出了理性活动的侧面[9]袁缺乏对感性因素的分析袁
此处我们继续在野胡塞尔要皮亚杰冶框架中予以弥补遥

皮亚杰并未揭示感性发生之意义[10]袁而胡塞尔在
意向性学说中对此予以系统阐释袁其将意识活动渊认
识活动冤分解为主动与被动两部分袁即理性和感性袁并
阐述了发生机理遥 胡塞尔提出在主动渊如野我思冶之理
性活动冤前袁甚至在野无自我冶情况下仍发生意识渊感性
意识冤流动袁即认识活动的野被动性冶[11]袁且强调理性之
客体化行为的形成必须以感性材料为前提[11]遥换言之袁
在认识生成前主体已存在感性活动遥胡塞尔又将感性
划分为原感性渊第一感性冤和第二感性院原感性只是一
种野刺激冶袁不发生任何理性成分积淀 [11]曰第二感性是
从理性的一种生产性中生发的[12]袁也即由过往的理性

活动使先验感性条件发生变化而来袁 具有理性品质袁
显现为水平提升遥 可知感性活动为理性活动奠基袁是
理性活动合法性的基本保证曰理性活动反作用于感性
活动以提升其水平遥

综上所述袁 思维过程是感性与理性活动共同运
行尧相互作用的过程遥感性以具身为基础[1]袁因此袁思维
发生亦是具身学习体验的过程曰同时袁感性发生是价
值发生的源头袁只有考虑感性发生才能走向价值观及
世界观等遥 这也进一步分阐释了从掌握野学科知识冶尧
实现野问题解决冶尧培养野学科思维冶逐步进阶袁进而迈
向塑造价值观与世界观袁最终达成素养培育这一完整
路径的内在逻辑遥

渊三冤结构分析院全盘看结构
思维过程需要感性和理性成分同时在场袁二者通

过结构性呈现发生机理遥理性结构思想可追溯到康德
等袁皮亚杰将其归结为两个范畴思想院物理范畴指向
横向展开的概念性结构袁即一种横向结构性曰逻辑数
学范畴指向沿时间纵向展开的规则性结构袁即一种纵
向结构性遥在实际应用中可综合在同一概念体系中进
行表征袁即野理性结构性冶遥

感性结构同样重要袁 但常被忽视遥 康德曾提及袁
野真正的德性只能植根于原则之上袁原则越普遍袁就越
是崇高和高贵冶[13]遥 而原则必定奠基于结构袁那感性结
构从何而来钥 已知基于概念的理性活动是结构化的袁
若理性活动能影响感性袁则此过程便是感性结构化及
体现理性色彩的过程袁具有高级结构性的第二感性由
此而生[1]袁感性野水平冶也得以提升袁成就了人的高贵遥
由此感性与理性活动的关系得以厘清袁二者是在运动
中互相成就袁理性以感性为基础袁感性在理性的影响
下高度结构化并生成更丰富的内涵袁 二者螺旋上升尧
交融发展袁促使人的内在品质的升华遥

综上所述袁发生学思想下认识发生的全貌得以明
晰遥 感性发生与理性发生均以具身为基础袁是具身体
验的过程遥综合对象尧过程与结构分析院野对象冶是发生
构造的起点曰野过程冶是核心亦是根本性追问袁是理论
内核与实践抓手曰野结构冶是对发生过程性质及机理的
深入诠释袁强调结构性袁对指导实践有直接意义遥三者
综合全面刻画发生图景遥

三尧部分代表性教育目标模型的发生学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袁对象尧过程和结构可以刻画知识
的发生袁进而刻画学习者学习的发生遥 据此考察既有
教育目标模型袁 检视其中发生学思想的表现以观进
退遥 本文选择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模型尧布卢姆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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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标分类模型以及我国新课改三维目标等作为典

型代表展开讨论遥
渊一冤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模型
加涅认为人类学习会使认知尧态度和动作技能发

生相对持久的变化袁并区分言语信息尧智慧技能尧认知
策略尧动作技能和态度这五种学习结果[14]遥

从发生学视角分析该模型遥 对象侧面袁野言语信
息冶被视为信息加工心理学中的陈述性知识袁清晰地
指向野对象冶遥 过程侧面袁学习结果分类主结构中并未
明确关注学习过程袁但加涅曾提出九大教学事件并用
教学事件支持内部学习过程[14]袁这说明发生思想对加
涅有一定影响袁但最终并未在模型中直接体现遥 结构
侧面袁理性结构中袁野言语信息冶涉及概念袁关联横向理
性结构遥 野智慧技能冶野认知策略冶与野动作技能冶同属于
野技能冶袁都强调概念和规则对行为的控制[14]袁与纵向理
性结构有关遥 感性方面袁野态度冶既有认知又含有情感
成分[14]袁分别指向理性与感性遥 同时袁加涅提及态度的
学习需依赖特定的个人行为概念冶袁 如建立单价比较
的态度须具备与单价相关的元尧磅等概念及运算规则
等[14]遥 由此袁态度渊感性活动冤学习建立在概念与规则
渊理性活动冤基础之上袁呼应感性结构化的过程遥 但感
性结构在加涅的思考中不够清晰袁且其未深入探讨感
性与理性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遥

概言之袁 加涅的模型受到发生学思想的影响袁也
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对象及结构袁但对其认识不够透
彻袁更未能揭示其内部结构关系遥

渊二冤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模型
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为认知尧 动作技能和情感三

大领域[15]遥 认知目标后经安德森等修订为野知识要认
知冶二维形式袁知识层次划分为事实性尧概念性尧程序性
及元认知知识袁 认知层次划分对应记忆渊Remember冤尧
理解渊Understand冤尧应用渊Apply冤尧分析渊Analyze冤尧评价
渊Evaluate冤及创造渊Create冤六个层级[16]遥

对比两个版本袁对象侧面皆将认知目标的掌握情
况 渊对应于物理范畴和逻辑数学范畴为之奠基的知
识冤按复杂度递增排列袁凸显对野对象冶的关注遥过程侧
面袁修订版明显表现出野过程冶倾向遥 采用二维形式体
现对知识渊对象冤和认知过程的双重关注袁且采用了动
词及动名词野ing冶形式袁如记忆渊Remember冤层级下的
野识别渊Recognizing冤冶等借野进行中冶之意体现过程之
感[17]遥 结构侧面袁认知领域涉及对基本概念以及规则
运用的把握袁涵盖横向及纵向理性结构遥 情感领域明
显指向感性活动遥 布卢姆强调袁认知层次中的评价是
处理认知行为的最后过程和联系情感行为的主要环

节[15]袁即布卢姆以野评价冶为桥梁袁试图说明情感领域与
认知领域的交互实现遥但该解释过于笼统袁未能从价值
发生的角度深入剖析袁无力揭示发生的最终真相遥

可以认为布卢姆的模型虽隐含发生学思想痕迹袁
对对象尧结构及过程有所留意袁但缺少对其内在机理
的深入思考与在表象及操作意义上的直接揭示[18]遥 如
布鲁姆虽明确指出教育目标三个领域间不可能真正

分离[19]袁但并未提供其间内在关联的可把控机理袁致
使在理解与教学实践中易脱节孤立遥

渊三冤新课改三维目标
我国于 2000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袁 参照

布卢姆体系及其安德森更新版后提出 野知识与技能尧
过程与方法尧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冶的新三维目标袁旨在
实现野全人教育冶遥
从发生学思想考量遥 对象侧面袁野知识与技能冶体

现学生对陈述性和程序性知识的学习水平 [20]袁指向
野对象冶遥过程侧面是一大突破遥一方面袁提出者认识到
过程对结果的重要性袁旗帜鲜明地将野过程冶推至台前
并提出了野过程与方法冶目标曰另一方面袁野过程与方法冶
维度旨在倡导野主动参与尧乐于探究尧勤于动手冶的学习
方式袁以解决课程实施中野过于强调接受学习尧死记硬
背尧机械训练冶的问题[21]遥 课程标准中课程内容部分亦
采用过程性陈述呼应此目标袁 弥补了其他教育目标模
型对过程在显性层面的忽略遥 如有人认为该维度兼有
认知及情感因素[20]袁为新课改三维目标一体化构筑了
联系桥梁袁彰显知识渊认识冤发生也是学习者发展的过
程脉络遥结构侧面袁理性结构上袁野知识与技能冶指向陈
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20]袁存有理性成分曰感性结构
上袁类似布卢姆目标分类袁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冶具有感
性色彩袁 且以个体对相关事物的认知评价为基础冶[20]袁
即学习者在理性活动渊认知评价冤基础上展开感性活
动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冤袁暗示感性发展的结构化遥

综上所述袁以发生学思想检视袁新课改三维目标
能全面关注对象尧结构尤其是过程袁强调对学习结果
和过程的双重关注袁乃一大亮点遥 虽有质疑在教育目
标范围内讨论野过程冶违背心理学[22]袁但此观点多基于
既有认知心理学成果袁未深入到发生学本原层面遥 心
理学视角的局限使得野过程冶的具体内容尧内在机理及
推进方式等未得到清晰阐释而被野黑箱化冶袁于是便有
了尖锐的质疑[18]遥

四尧教育目标模型的发生学建造

发生学视角下袁过程是学习发生尧知识发生或认
识发生的过程袁也是学习者发展即素养形成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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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遥 野过程冶是发生学的根本性追问与底层逻辑遥 此
野过程冶并非与结果对立袁而是结果发生的过程袁或者
说袁结果就在发生过程之中袁两者密不可分袁这使得新
课改三维目标中野过程与方法冶维度将野过程冶视为目
标具有合法性遥鉴于新课改三维目标对野过程冶说明不
足袁因而需以野过程冶为突破口袁回归发生学成就袁为构
建新的教育目标模型框架寻找依据袁以便说明野过程冶
的内在机制遥
人在构造对象渊知识冤时亦在构造自身渊野我冶冤袁这

说明构造行为具有野对象要自身冶即野它要我冶结构[23]袁
意味着发生涉及野对象发生冶和野我的发生冶袁也即野知
识发生冶和野我的发生冶两个方面遥 野知识发生冶是当下
的发生袁野知识发生冶的同时野我冶也在当下发生曰而野我
的发生冶既要考虑当下发生袁又要考虑发生的历史性袁
因为历史中的知识会在意识深处积淀成为野我冶[6]遥 因
之袁野我的发生冶包括野我冶的当下发生和发生历史两个
侧面遥

知识当下发生的结构形态及机理可由胡塞尔意

向性理论说明[11]遥该理论以野意向性尧意向活动尧意向对
象冶三元结构为核心遥 意向性指一切意识活动都具有
针对某个对象的意指功能袁强调意识构造能力袁每一
个意向活动都对应着一个意向对象袁意向性在意向活
动中才得以显现袁三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4]遥

野意向对象冶即野对象冶袁是意识构造所得的成就遥
意识构造能力可将不包含在意识自身组成部分中的

东西转化为意识对象[11]袁野对象冶是意识与外界相互作
用的产物袁指向当下生成的野知识冶袁即显现为发生学
意义上的野意向对象冶遥

野意向活动冶也称为意识的意向行为袁与野意向对象冶
相对袁可看作思维或野意义给予冶的行为袁激活感觉材料
并给予意义[11]遥 教育领域中的思维过程与野意向活动冶过
程相对应袁即在思维发生中生成意义对象的过程遥
关于野意向性冶的教育意义袁胡塞尔认为所有意向

性都是视域意向性[11]遥 视域是野我冶所野看冶向的意义
野疆域冶袁野我冶的视域是由野我冶当下生活世界决定并受
已有积淀影响袁所以既与当下情境有关袁又与历史有
关袁包含立场与态度尧价值观与情感等遥视域随角色转
换而变化袁如对于树木袁旅游者和木匠分别有野风景冶
和野木材冶的不同看法袁携带价值判断及各种可能性遥
因此袁意向性不仅是待填充的愿望袁也是当下认识发
生的前提意义条件袁 是经历意向活动后积淀的成果袁
在野被反思揭示并因此而自身成为课题前冶[11]袁始终处
于隐蔽状态袁符合作为意向性发生前提的先验条件的
基本特性袁故可用野观念冶一词替代遥 注意此野观念冶不

同于课改中与野概念冶混淆的野观念冶袁课改讨论中所使
用的 野观念冶袁 恰是在本文所言概念与观念间不断游
移袁乃是一种较普遍发生的偷换概念行为遥 如有研究
认为大观念是核心概念[25]袁或核心观念渊想法冤[26]遥在意
向性意义上袁野观念冶既指既有构造成就的积淀袁也是
认识活动发生的起点袁包含方法尧方法论尧立场尧态度尧
价值观和情感等诸多因素遥 布伦南的野计算概念要计
算实践要计算观念冶计算思维框架中的野观念冶指向人
的思想尧看法尧态度[27]袁与本文所言野观念冶极为相近袁
故建议本话题讨论使用野观念冶一词遥

综上所述袁野意向对象冶为野知识冶袁意向活动过程
为野思维冶袁野意向性冶为野观念冶袁自意向性思想提炼出
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理论框架结构袁三者综合对应知
识发生和学习发生遥需注意野观念冶一词因意向性而具
有历史性袁 我们便借此将历史性纳入对学习者的观
察遥同时袁野我的发生冶凸显了主体性袁素养问题实质是
主体性问题袁因此袁野我的发生冶乃素养的发生袁同时袁
学习发生与素养发生相对应遥鉴于素养及其发生难以
直接测量袁可借对学习的发生加以阐释遥 在作为教育
目标模型之可测量性意义上袁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三
者综合指向素养袁构成素养可观察尧测量的依据袁这便
是要寻找的教育目标模型理论框架遥

需说明的是袁 意向活动所涉思维并非纯粹的心灵
活动袁是包括身体在内的遥因感性活动必然是从身体开
始的袁也即意向活动必然是具身的袁思维活动是包括整
个身心在内的活动袁 与知识包括横向和纵向两种结构
相对应遥

五尧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模型的学理与
落地问题分析

为确认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模型的合理性袁我们
再次回到发生学视角继续对其展开分析袁 以加深理
解遥 也就其自身或结合其他例子袁谈其落地的可能性
及思路遥

渊一冤学理分析院野胡塞尔要皮亚杰冶发生学思想在
该模型中的体现

学理分析仍是沿对象尧过程和结构三方面展开遥
对象层面院 本模型中知识包括概念性知识和规则性
知识[23]遥 过程层面院思维过程是物理范畴与逻辑数学
范畴结合具体问题一并运动的过程袁具体而言袁是知
识运用于具体问题形成判断的过程袁 此过程还有感
性与理性成分以及具身体验的参与遥 结构层面院理性
结构包括概念结构和规则结构两个关联成分曰 感性
结构中袁野观念冶是在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框架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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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观念袁是感性之理性尧理性之感性且相互交融的
观念袁必定既有丰富的感性袁又有着因理性影响而致
的结构性遥

进一步观察三个维度所描述的认识发生与素养

发生之间的关系及其维度间的内在关联遥 首先袁看
野知识发生冶与野我的发生冶遥 已知两种发生一并进行袁
即伴随在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框架中的知识发生袁
野我的发生冶即素养的发生也得以实现遥 在本文分析
中袁野知识发生冶外显可测袁野我的发生冶内隐且与野知
识发生冶相关联遥 故素养的评测可以借对知识尧思维
和观念的观察与测量来实现袁 呼应了新课改三维目
标与核心素养内部高度一致的论述[28]遥这也表明当下
直接使用野核心素养冶作为课程目标的做法[29]袁实则是
未明确区分对象发生和我的发生的不同袁 或言没有
区分内在品质与显性表现的不同袁 而将两者混为一
谈的结果遥

再看维度间关系遥观念以历史性的视域指向当下
的知识渊对象冤构造袁沉淀后又影响后续视域袁借此野知
识冶与野观念冶便关联起来曰思维与知识之间相互促进
且内在一致袁思维过程中观念显现并影响知识构造袁思
维因此成为联结野知识冶与野观念冶的桥梁[23]遥 由此袁野知
识要思维要观念冶契合发生学思想袁综合可全面刻画认
识发生或学习发生的过程袁并最终与素养发生相呼应遥

渊二冤落地分析院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模型的实践
性分析

以上已完成对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模型的系统分
析袁而作为一个教育目标理论模型袁其落地问题尤为重
要遥首先袁该模型可直接投入应用袁解读为院知识是学习
者对既定教学内容的个性化构造成就袁 思维是学习者
内部逻辑过程袁 观念为学习者在构造过程中所持的方
法尧方法论尧立场尧态度尧价值观及情感表现等遥

通过再次与新课改三维目标比较袁 可说明 野知
识要思维要观念冶理论框架的落地意义及新课改三维
目标的野可用性冶遥 其一袁对比野知识与技能冶与新框架
中的野知识冶袁用概念性知识和规则性知识将野知识冶和
野技能冶分解后加以解释袁与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基本对应袁且两个范畴说更具奠基意义袁能解释二者
关系遥若将技能理解为技能逻辑而不是具体的技能实
现过程袁与野过程与方法冶维度的区分也更清晰袁该维

度野可用冶遥其二袁对于野过程与方法冶袁有观点区分其与
野知识与技能冶中的技能过程袁但二者难以严格区分遥
这种理解易流于形式或陷入偏执袁如将教学方法和学
习目标简单捆绑袁使人纠结于教学方法的选择遥 有研
究认为院野技能冶 侧重于具体能力培养袁野过程与方法冶
侧重宏观能力培养袁并建议采用野任务驱动冶或野问题解
决冶等教学方法[30]袁这种看法不在少数遥 归根结底袁此将
具体方法与教学目标关联的思考方式存在缺陷袁 不利
于认识学习方法的根本意义遥而从发生学视角看袁在思
维过程侧面袁通过判断思维活动在结构和实际问题解
决意义上的高级与否 [31]袁 可把握学习者内部活动过
程袁以此观察学习方法的合理性袁其奠基性意义更清
晰袁解释力更强袁该维度野可用冶遥其三袁野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冶与野观念冶相比袁意向性视角下的野观念冶维度不
仅提升体系合理性且内涵更丰富遥 如将野方法冶置于
野观念冶之中袁扩展为内涵更广泛的问题解决方法且与
方法论相连袁强调借方法实践促进能力提升袁此维度
也野可用冶遥

研究团队前期提出的 野学科知识要问题解决要学
科思维冶 教育目标分层描述模型与 野知识要思维要观
念冶框架相呼应袁已有研究证明其对指向素养培养的教
学实践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袁 如利用分层模型促进小
学生深度学习[32]尧培养高中生核心素养[33]以及提升学科

思维[34]等遥 因此袁结合前文对感性活动的分析袁可将其
视为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模型落地时的简化版本遥

六尧结 束 语

本文以对象尧过程及结构作为野胡塞尔要皮亚杰冶
发生学思想的分析工具袁在审视既有教育目标模型在
对象尧过程以及结构方面的不足后袁结合胡塞尔意向
性思想推得野知识要思维要观念冶模型遥该模型既是一
种始自哲学思想的高屋建瓴的理论模型袁也有直接的
实践指导意义遥通过追溯哲学发生学思想构建教育目
标模型袁再次说明了对教育领域问题追根溯源之必要
性袁尤其是当停留在教育学尧心理学等领域难以窥破
问题本质时袁应自觉将目光提升到哲学层面袁以寻找
更深层次的解答及更广泛的智慧遥 如此袁方有助于更
为深入尧 全面地洞察教育领域现存及未来的问题袁进
而推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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