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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批判研究范式的意涵、价值及其运用
———与王旭辉博士商榷

解德渤 刘 强

摘 要: “批判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对高等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都具有一定

的意义。王旭辉博士从“批判研究”方法论的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研究不无裨益。但是，他对基本概念的

认知陷入混乱之中，削弱了对话的有效空间; 对 “批判研究”的价值分析则落入与元研究的混沌之中，

忽略了其实践批判的根本诉求; 对 “批判研究”在高等教育学中的具体运用又陷入矛盾之中，且没有指

明“批判研究”的最终出路在于行动研究。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 “批判研究”的意涵、价值及其运

用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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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科建立伊始，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合法

性就备受质疑。如今，综合院校纷纷裁撤教育学院

或高教所，这一举动更是牵动着每一位高等教育学

人的敏感神经。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历久弥新的

话题再次浮现出来: 如何捍卫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

位? 可喜的是，三十余年来学术界在学科逻辑起

点［1］、独特研究方法［2］、学科性质转向［3］、学科

逻辑转向［4］ 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理论探讨，

但这些理论探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学作为

“次等学科”的基本面貌。实事求是地说，高等教

育学学科建设重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更准确地说，

在于方法论的确立。［5］王旭辉博士在 《中国高教研

究》2016 年第9 期 发表的 《高等教育研究反思:

批判方法论视角》［6］6 － 11 ( 以下简称王文) 正是基

于上述社会背景与学科境遇，从批判主义方法论的

角度尝试提出学科建设的可能出路。王旭辉博士拥

有土木工程、经济学以及公共政策等学科背景，这

就为透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及其相关问题提供

了“他域视角”。我们并不否认， “批判是高等教

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高等教育研究发

展和进步的助推器”。［7］然而，因缺少高等教育学

的系统训练，他对基本概念的认知陷入混乱之中，

对“批判研究”的价值分析则落入与元研究的混

沌之中，对“批判研究”在高等教育学中的具体

运用又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

对“批判研究”的意涵、价值及其运用等问题进

行重新审视，以正视听。

一、批判研究的基本意涵

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

到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批判研究”这一核心概念

散见于王旭辉博士的文章之中且表述各异。其一，

王文以“高等教育”和 “批判”为主题词对中国

知网的核心期刊进行检索，并将检索结果作为批判

研究文献匮乏的判断依据。“批判研究”一定会以

“批判”为主题词吗? 反过来说，使用“批判”一

词就一定是批判研究吗? 这种论证不仅显得单薄，

而且有些草率。其二，王文做出这样一个判断［6］11 :

相当的文献只是初具批判性思维，没有扎实的理

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论证方法，因而称不上是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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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一些博士生: 他们即

使费尽心力也难以捕捉到值得研究的问题。事实证

明，由于批判性不足，很多博士生通过诉诸实证研

究，通过验证别人提出的学术观点来宣泄快感，同时

逃避其他路径的学术训练。

王文的这一结论未免有些主观臆测的味道，有

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也暴露出其对实证

主义与批判主义这两种研究范式的误解，更说明作

者将“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研究”与 “批判研

究”等概念相混淆。其三，王文引用阎光才教授

“批判教育学的中国境遇”［8］的论述，以此来揭示

我国“批判研究”匮乏的深层原因。显然，王文

忽略了 “批判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中

的特殊价值，也模糊了 “批判研究”与 “批判教

育学”二者之间的界限。其四，王文还提出，建

立在“批判理论”基础上的 “批判研究”有其存

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不禁又要追问，“批判

理论”与 “批判研究”是什么关系? 除此之外，

王文还引用波普尔 ( Karl Popper) 的 “猜想与反

驳”来论证 “批判研究”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

性［9］。如此来说，王旭辉博士在没有澄清“批判研

究”与“批判”“批判性思维”“批判性研究”“批

判理论”“批判教育学”以及“猜想与反驳”等基

本概念的情况下贸然使用，难免有“浑水摸鱼”的

嫌疑，这就严重削弱了学术对话的有效空间。
从方法论层次看，批判研究属于教育研究的

四大研究范式之一。学术界通常将研究方法划分为

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层次，其中

方法论代表了研究者对研究事物的基本看法及其哲

学基础。一般说来，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思辨主

义、实证主义、解释建构主义以及批判主义四种。
无须争辩，批判研究就是批判主义研究范式，且它

在人文 社 会 科 学 中 已 发 展 为 一 种 独 特 的 研 究 范

式。［9］其独特之处主要体现为两点: 第一，批判研

究既反对实证主义的经验分析方法论，也反对解释

主义的价值诠释方法论，［10］即挑战了 “价值中立”
与“价值无涉”的研究原则，秉持 “价值涉入”
的研究原则; 第二，尽管思辨主义、实证主义、解

释建构主义都带有批判性思维，但批判研究具有强

烈的实践逻辑与现实关怀。显然，作为方法论的批

判研究有着更为明确的研究立场，更为鲜明的价值

取向，更加强调以改造为旨归的实践逻辑。从学术

发展脉络上来说，批判研究与不同学科视域中的

“批判”紧密相连，但已经发展出其独特内涵。
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意为一种辨明或判断的能

力。正如孙正聿先生所言: “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

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是追本溯源、究根

问底的智慧……”［11］就学术理路而言，古希腊的辩

证法就是在对话中、在辩驳中、在论证中推动思想

前进的方法。近代以 降，康 德 ( Immanuel Kant )
的三大批判无疑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

黑格尔 ( Georg W． F． Hegel) 的批判兼具方法论

意义 和 本 体 论 意 义。［12］ 在 马 克 思 ( Karl Heinrich
Marx) 那里，批判开始从观念领域向实践领域蔓

延。也就是说，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植根于人类发展

进程中认识和实践活动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本

性，即一种由理性意识主导的、意在求真的 “辩

证讨论”的思维方式。［13］这就说明，批判性思维是

最一般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从而成为任何一种研究

范式不可或缺的研究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

一项研究都内嵌着批判性思维，都带有批判性研究

的色彩，但并不一定属于 “批判研究”的范畴。
因此，王旭辉博士以 “批判性研究”取代 “批判

研究”的认识是不对的，而其用 “批判性思维”
来衡量或论证 “批判研究”的做法更是犯了常识

性错误。
社会学范畴中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密

切。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

理论著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从而自

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区别于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

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 ( Max Horkheimer) 、阿多诺

( Theodor Adorno ) 、马 尔 库 塞 ( Herbert Marcuse )

以及哈贝马斯 ( Jürgen Habermas) 等。［14］作为批判

理论之父的霍克海默提出批判理论的研究纲领，为

法兰克福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15］阿多诺在深化批

判理论的过程中走向理论的自我反思，从而形成否

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理论则是对资本

主义社会展开全面批判的理论结晶。哈贝马斯基于

批判理论的自我反思，最终提出 “沟通理性”或

称“交往理性”。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代表着理论自我反思的辩证法精神，构造出整个社

会的理想图景，践履 “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的批判意旨。［16］即批判理论的根本旨趣是废除社会

的不公正，进而加速公正社会向前发展。就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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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批判理论不是一套现成的关于如何规范地开展

批判的理论体系，而是社会学中的专门术语，特指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研究在社

会学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批判研究的最初应用与典

型表征。
教育学意义上的批判植根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批判教育学。它是批判理论与教育学联姻的产物，

以美国的鲍尔斯 ( Samuel Bowles) 、金蒂斯 ( Her-
bert Gintis) 、阿普尔 ( Michael W. Apple) 、法国的

布迪厄 ( Pierre Bourdieu) 、巴西的弗莱雷 ( Paulo
Freire) 以及德国的莫伦豪尔 ( Klaus Mollenhauer)
为典型代表。应该说，再生产理论是批判教育学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如以鲍尔斯和金蒂斯为代表

的经济 － 教育再生产理论、以阿普尔为代表的国家

意识形态 － 教育再生产理论和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

化 － 教育再生产理论。［17］另外，解放教育学的开创

者弗莱雷提出教育即人性解放的观点，诠释了解放

是一种行动的见解，主张通过教育解放使被压迫者

挣脱枷锁的束缚。［18］解放教育学往往通过不断改造

不公正、不合理的教育实践给人以美好教育的向往

和追求，从而也被学界称为希望教育学。莫伦豪尔

汲取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提出交往教育学，主

张发展学生的交往理性，使师生关系从权威走向互

动。由此而言，批判教育学直指学校教育的不平等

现象，谋求通过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来唤醒

人们的主体意识，将人们从学校教育的压迫和束缚

中彻底解放出来。这就说明，批判教育学是社会学

的批判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也属于批判

研究的典范。
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与人文社科语境下的批判

实属南辕北辙。首先，波普尔秉持的是自然科学中

实证主义研究逻辑，批判研究恰恰是反实证主义

的。其次，他反对历史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持绝

对否定的态度，这与批判研究的学术根源也是相左

的。［19］由此来看，批判研究的批判意义绝非波普尔

所讲的猜想与反驳，否则高等教育学不仅难以提升

学科地位，反而容易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虽然王

旭辉博士并无此意，但其论证确实是存有漏洞的。
尽管批判研究萌发于哲学意义上批判性思维和

批判性研究的理论批判，但在真正意义上赋予批判

研究以学术生命力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

批判研究中实践批判的根本诉求与以往的纯粹理论

批判划清界线，既实现了对批判性思维、批判性研

究的超拔，又与自然科学领域中猜想与反驳的实证

主义研究范式区别开来，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

研究范式。可以说，批判研究以社会学中的批判理

论和教育学中的批判教育学为典型代表，只不过二

者属于理论流派，“批判研究”是研究方法论而已。

二、批判研究的价值取向

尽管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业已获得外在的学科

建制，成为教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但是其内在的

知识建制尚未成熟，即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对象、
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在学理上

仍难以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为此，学术界

屡屡掀起关于高等教育学 “学科论”抑或 “领域

论”的论争。王旭辉博士也是以此为出发点引出

批判研究的学科建设价值，“高等教育学最为明显

的短板就是理论匮乏，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高等教育

学缺乏一套构建理论的 ‘精致功夫’”［6］6，而批判

研究就是其中独特的功夫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

于，批判研究能够解决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吗?

退一步说，批判研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缓解高等教

育学的学科危机? 王旭辉博士将理论批判作为批判

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并将学科建设作为批判研究

的伟大抱负。［6］8 不客气地说，批判研究志不在此，

强制性解释无疑抹杀了批判研究的独特价值。尽管

批判研究包括理论批判、政策批判以及实践批判三

种形式，但其根本价值在于实践批判。
( 一) 理论批判: 理论构建与学科地位

近些年来，我国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

向荣的繁荣景象，但无法掩盖的是学科理论危机，

这使得教育学科的 “合法性”时刻面临着被挑衅

的危险，高等教育学亦是如此。基于此，王旭辉博

士提出［6］10 :

通过批判性地审视那些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

论普遍拥护的高等教育概念、理论、方法及其教育实

践存在的缺陷，系统地纠正或改变整个学科的旧假

设，探索新的假设前提，从而实现对学科知识的重

构。

在他看来，目前高等教育学中的概念、理论和

方法需要接受理论批判，为实现理论建构乃至理论

重构奠定基础。进一步说，王旭辉博士将理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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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批判研究的根本价值，从而使批判研究坠入与

元研究的混沌之中。可以说，我国的一些教育学者

不遗余力推动“元教育学”，［20］就是通过语言分析

试图清扫教育学科内部的概念、命题、理论等，进

而在学科内部达成基本共识，最终化解学科危机。
在此，王旭辉博士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批判研究

确实内含理论批判的因素，但理论批判不能等同于

以语言分析为主要研究工具的元研究; 第二，批判

研究的根本诉求与价值并不在于理论批判本身，其

立脚点是指向高等教育实践的实践批判。
( 二) 政策批判: 辩护性抑或批判性

高等教育政策是沟通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

实践的桥梁，政策批判也是批判研究的应有之义。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

但大多数政策研究往往是 “追捧”教育热点，并

甘愿为教育政策“注解”。这种“辩护性”的教育

政策研究与我国整体的学术环境和政策研究的方法

论密 切 相 连，且 二 者 之 间 形 成 一 种 互 相 强 化 的

“共谋关系”。可以说，以往的教育政策研究大多

采用经验主义的分析路径，更为强调政策制定目标

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即研究者更为关注

“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对于教育政策

中的价值倾向和利益关系等缺乏考察，如: 为什么

采取这项政策? 该项政策使谁受益、谁受损? 该政

策会对社会公平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说公共政

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21］，那么教育

政策就是对教育价值进行权威分配的结果，政策批

判就是通过对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使之不断朝着

“善”的实践方向加以改进，这符合批判研究的基

本立场。也就是说，教育活动不是 “价值无涉”
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真”“善”“美”为

基本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高等教育研究亦概莫能

外。就这一点来说，王旭辉博士的 “批判研究”
内隐地表达出政策批判的意味，但并不明朗。

( 三) 实践批判: 高等教育实践如何更美好

批判研究的根本价值在于实践批判。诚如有学

者所说［22］:

教育本来就是一项理想性的实践活动，总是对教

育充满了无限的憧憬，而理想是对教育现实的超越。
因而，以质询、反思及否定为基础的教育批判，便成

了促使教育不断实现超越、通往理想状态的必要条

件。

反观现实，高等教育之中充斥着诸多不公平、
不公正，乃至束缚人性、存在压迫的地方: “单位

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依然控制着高校的自主

发展，“法人化”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高校 “行政

化”问题依然严重，行政权力控制学术资源的分

配，学术权力不断遭到侵蚀; “学术资本主义”泛

滥使得物质刺激、效率主义、绩效管理等日益盛

行，从而高校的学术秩序和教师的学术理想面临着

被急功近利绑架的潜在危险; “灌输式教学”将学

生牢牢地束缚在僵化、呆板的教学之中，教师权威

往往压抑了学生的天性，人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几乎

成为奢谈。恰如弗莱雷所言: “教育是一种解放的

实践，是 人 民 为 了 改 造 世 界 而 采 取 的 行 动 和 反

思”［23］。批判研究对于高等教育实践来说更是一种

解放，它将唤醒教育主体的批判和反思意识，并通

过不断地斗争和反抗使教育主体摆脱教育实践的压

迫和束缚，最终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促进人性

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因而，批判研究于高等教育

的特殊意涵是，它可以直指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种种

不善，通过批判和改造将高等教育实践推向 “善”
的可能。

由此来说，批判研究具有理论批判、政策批判

以及实践批判的三重价值，且以实践批判为根本价

值取向。这恰是王旭辉博士所忽视的。如果仅仅以

重构学科理论作为批判研究的目标，这不仅不符合

批判研究的本意，也不符合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诉

求，况且妄图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任寄托在

批判研究身上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以理论批判作

为高等教育批判研究的根本目标，明显背离了批判

研究解放实践的根本旨趣。

三、批判研究的具体运用

作为方法论的批判研究究竟如何具体应用呢?

王旭辉博士在其文章中反复强调，学术界应该确立

批判研究的具体方法、技术及其质量标准。他还强

调，批判研究不仅是一个 “破”的过程，更是一

个“立”的过程。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给出

“批判研究”的具体方法，我们必须对此给予正面

的回答。
( 一) 哪些研究主题适合批判研究

高等教育批判研究的动力来源于高等教育对真

善美的追求。然而，高等教育现实是残酷的，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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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真善美。因而，

批判研究要针对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权力、文化、民

主和公平等主题开展批判，揭示教育残酷的现实，

实现教育的自由和解放。
主题之一: 权力。譬如，行政权力的合法化来

源是什么? 高等学校是一个充斥着权力博弈和利益

争夺的场域，其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学术权力与行政

权力之间，其中行政权力通常外部承接政治资本、
内部遵循科层规范，并通过学术资源的分配进行着

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和再生产，所以批判研究要针对

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行政权力等主题展开深刻批判，

以回归高校学术本位之价值。
主题之二: 文化。例如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

在哪里? 高等教育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

市场力量的强势介入将给高校发展带来潜在威胁。
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教育理念使得课程设置开始走向

“娱乐化”，“大学市场化”使 “求真”“致善”和

“尚美”的大学文化逐渐消解。因此，面对高等教

育市场化浪潮，如何坚守大学的底线和操守，是文

化批判所要回答的问题。
主题之三: 民主。比如，如何构建理想的高校

师生关系? 在传统哲学和文化伦理的影响下，人们

习惯于用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师生关系，将师生

关系置于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之中，弗

莱雷 更 是 形 象 地 将 其 描 述 为 “储 蓄 式 教 育”
( banking education) ，这就是不平等、不民主的师

生关系。然而，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人性的彰显和解

放，师生关系也应当是充满人性的、平等的和民主

的对话关系。因此，民主是批判研究在高等教育场

域中重要主题。
主题之四: 公平。诚如，为什么寒门难出贵

子?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是一个社会等级秩序生产

和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是文化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

重要场所。即学校以其特有的方式塑造着学生的阶

级惯习，从而进一步加剧学生群体之间的文化区

隔。看似“公平”的学校通过隐蔽的途径将已有

的文化资本差异扩大化、合法化，再生产出占主导

地位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由此看来，寒门难出

贵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需要汇集社会力量

来共同解决。
( 二) 批判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

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批判研究肩负着高等教育理

论批判和改造实践的双重使命。在高等教育理论批

判方面，批判研究主要采取社会相关分析、意识形

态分析、历史分析和语言分析等具体方法进行批判

或反思。
第一，社会相关分析是指，任何教育现象都是

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为基础，研究者必须

透过教育现象，揭示其背后的意义，揭露教育活动

中的种种冲突和矛盾。
第二，意识形态分析是指，针对维护统治阶层

政治利益的那些思想意识加以分析和研究，如教育

方针、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等。
第三，历史分析是指，任何教育问题都必须从

历史中寻找问题的根源及其未来发展的倾向，揭示

导致教育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
第四，语言分析是指，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教

育场域中意识形态对教育主体的遮蔽和控制，揭露

教育场域中的师生不平等关系和话语霸权问题。在

他们看来，意识形态与话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

是审视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24］

( 三) 批判研究的改造实践策略

批判研究的根本价值在于实现教育的解放，即

要将批判精神落实到教育实践之中，通过改造教育

实践来实现人性的解放。换而言之，批判研究是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有机地将研究和行动

融合在一起，具体改进教育实践的策略当属行动研

究。行动研究的目的在于唤醒被研究者，将他们从

压抑的社会体制结构中解放出来。与其他研究范式

不同，行动研究具有强调实践者的参与、研究过程

民主化、研究发现可以对社会和知识发展做出贡献

等特点。之所以要求实践者亲自参与其中，主要是

为了让实践者自己对教育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将

他们从教育实践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的主客体关系

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对自己进行研究，并找到解决

教育问题的答案，切实提高他们的行动能力和行动

质量，改变教育的现实处境。当然，行动研究的追

求不仅仅局限于关怀实践的善、也追求逻辑上的

真，更崇尚生活上的美。
要做到这一点，行动研究必须包括四个相互联

系、相互依赖的环节。第一，计划，从解决现实问

题的需要出发，以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事实发现为基

础，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策略; 第二，行动，依照

预定计划实施教育行动，教育行动包括行动者的反

思性认识和改进性行动; 第三，考察，对教育行动的

背景、过程、结果和行动者的特点展开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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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节并不拘泥于特定的研究程序和技术，鼓励使

用各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 第四，反思，对

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判断和评价，揭示教育现象生发

的原因及其后果，提出下一步改进行动的总体规划和

具体计划。总之，计划—行动—考察—反思构成了行

动研究的基本序列，呈现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发

展态势。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引向行动的反思才是真

正的反思，也只有当行动结果变成反思目标的时候，

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弗莱雷的扫盲运动以及毛泽东

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其中的典型例证。从这个意义上

说，作为批判研究改进实践的具体方式，行动研究的

根本目的是通过行动者对教育实践的批判性反思和反

思性行动，解放教育实践、解放教育主体，实现真正

的自由、民主和解放。［25］

综上所述，批判研究之于高等教育蕴含着丰富

的意涵，但实践批判才是核心意涵，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研究只是表层理解; 批判研究之于高等教育

的价值多元，但教育解放才是根本价值，理论建构

只是附属价值; 批判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具体运

用的方法与步骤虽说模糊，但主体偏好是其基本标

识，批判反思是核心精髓，行动研究是根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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