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欲望与怀疑： 
创造力及理性的动力之源？ 
 
法国巴黎第九大学 荣誉教授                让-皮埃尔·奥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研究与前瞻局  乔治·哈达德  
 
 

摘要 
 
        人类依照一整套行为方式进行互动，这些行为方式使得人类在社群内生存

并支持社群的延续。在这些行为中，创造力与理性这两种能力相辅相成，同时

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一方面，创造力运用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它的成长源

自通过一种新视野、一种新思维方式去理解我们的环境的欲望；另一方面，理

性使人类具备了对这些新知识进行筛选的能力，从而挑选出展示真相的知识，

摒弃那些纯属想象的知识。正是通过同时运用这两种能力，人们得以逐步加深

对身旁世界的理解，而非迷失在众多的错误假设之中。不过，创造力与理性也

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以怀疑和异议为出发点，质疑主流理念，尽管两者表达

方式各异。因此，在人类固有的情感——欲望与怀疑的驱动下，创造力和理性

占据着探索及理解人类现状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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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迷宫之外 
教育中的质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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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关教育质量的讨论常常是含糊的，因为概念不够清晰，同时缺乏对

“质量”一词真正含义的共同理解。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考虑

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教育质量是一个诉求看似直观理解的概念，而非一

个操作性概念。为此，不存在统一的定义或方法，对它的定义应该是各种

可能的概念构架及多种方法，每一种定义都以广泛多样的假设为基础。因

此，本文提议对教育质量这一概念的若干概念构架、可能的分析方法以及

它们的基本假设进行讨论和总结。这对于教科文组织帮助会员国发展教育

而言十分关键，因为质量的概念能够指导本组织推动全球教育发展工作。

本文不仅侧重在监测全民教育（EFA）目标实现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些

概念构架，同时也将参考其它一些便于更好地理解和审议学习质量及教育

系统效能的方法。通过反思以上内容，本文提供三种框架类型，分别称

作：(1) 以学习者为中心法；（2）输入-进程-输出法；及（3）多维度社

会交互法。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出一种定义教育质量的新模式，而是

通过对现有方法的反思，勾划出一条在概念迷宫中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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