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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认为，特殊儿童是少数弱势群体的存在，往往难以从现代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逻辑中演绎出
他们的存在与教育。
因此，他在运用现代哲学思想及其逻辑论证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以存在主义立场和现象学原则来把
握特殊教育，从建设性批判视野出发，多采用后现代的视角和方式，冷静沏骨地揭示了特殊儿童存在
及其与教育的关系，打开了一个“作者思”之思的世界。
后现代视角和方式对特殊儿童的深切关怀及对人性尊严和价值的尊重，构成《特殊教育哲学：本体论
与价值论的研究》的本质特征和应有的价值取向。
正是因为这个新的论证视角和价值取向，《特殊教育哲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研究》的许多观点极具
创新意义。
譬如，对特殊教育概念、特殊儿童的存在、特殊教育价值论认识论、特殊儿童生活与缺陷补偿的揭示
，不但反映出作者对特殊教育哲学研究范畴的独特把握，而且观点鲜明、深刻，富有解释力、指导力
和开拓思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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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培峰，山东人，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特殊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先后在《教育研究》、《人民
教育》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4篇，在《中国教育报》等其他报刊杂志发表文章60余篇；
著有《全纳教育的课堂教学与管理》(合著，内部)，获得“盲人绘图仪”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参与编
写教材多部；主要研究方向：特殊教育基本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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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为何研究特殊教育哲学与特殊教育哲学研究何为
导论
 一、特殊教育研究的时代遭遇
 二、特殊教育哲学研究的意义
 三、特殊教育哲学的实践秉性
 四、特殊教育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第二篇 何为特殊教育九
第一章 特殊教育：本质主义的视野
 一、特殊教育的存在范式
 二、特殊与普遍的对峙
 三、特殊教育概念的审视与批判
 四、特殊教育本质内涵的敞开
第二章 特殊教育：存在主义的立场
 一、特殊教育存在吗．
 二、特殊教育的存在与时间
 三、特殊教育的存在与空间
 四、特殊教育知识的现象学澄明
第三章 特殊儿童存在与特殊教育
 一、特殊儿童的“特殊”批判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的特殊儿童存在观9l
 三、特殊儿童的自然存在与特殊教育
 四、特殊儿童的社会存在与特殊教育
第三篇 特殊教育何为
第四章 特殊教育价值论认识论与特殊儿童
 一、特殊教育价值认识的批判
 二、特殊教育价值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启示
 三、特殊儿童存在论价值论
 四、特殊教育价值实现与特殊儿童身心
第五章 特殊教育价值与特殊儿童生命尊严、自由和权利
 一、特殊儿童目的性存在拷问
 二、特殊儿童的生命尊严
 三、特殊儿童自由的知识、环境向度
 四、特殊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卫
第六章 特殊教育价值与特殊儿童生活
 一、特殊儿童生活及其意义的实质与方法论
 二、特殊儿童生活的慎思
 三、特殊教育关涉特殊儿童生活的可能与方式
 四、特殊儿童生活和特殊教育在彼此中建构自身的羁绊与可能
第七章 特殊教育价值与特殊儿童缺陷补偿
 一、特殊儿童缺陷的形上之思
 二、特殊儿童缺陷补偿的可能
 三、特殊儿童缺陷补偿的蒙蔽与批判
 四、特殊教育补偿何以超越缺陷
第四篇 何为好特殊教育
第八章 好特殊教育的全纳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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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纳教育与隔离教育的抵牾与统一
 二、全纳教育的文化哲学理念与创新
 三、全纳教育的生态哲学内涵与建构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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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特殊教育与特殊儿童生活的认识有着多视角的体察。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特殊教育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特殊儿童借此获得学生这一社会资格的同时，也
借此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和生活改善的可能。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特殊教育对特殊儿童施加积极的影响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对特殊儿童的权利赋
予，是以国家公共意志的形式维护特殊儿童弱势群体的人权和自由，体现民主、公平、正义和自己统
治合法化、正当性的表征之一。
从教育学的视角看，特殊教育作为一种专门的培养人的活动，把特殊儿童作为职业领域的认识与实践
对象之一，以专门的活动影响特殊儿童的身心成长发展。
这些视角对保障特殊儿童的教育权益，增强他们的主体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回答诸如：特殊儿
童生活何以可能在特殊教育中得到涵养，特殊儿童生活和特殊教育何以可能在彼此中建构自身等问题
，却无能为力。
特殊教育之于特殊儿童生活的这些根本性问题，需要哲学视阈的思考。
　　特殊儿童生活是特殊教育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给予性事实存在。
生活是千百年来的一个永恒话题。
荀子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
最为天下贵也”（《苟子·王制》）。
在这里，荀子在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也以人的生命的物质存在和道德意识存在指明了人的存在方式
。
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他强调人的理性和美德，要人努力“认识你自己”。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所谓生活过程，实质是指“人们从事活动的
，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过程”
。
人本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弗洛伊德的
“潜意识”，以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则强调了生活向人本身的回归。
我国学者赵汀阳指出，“生活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它是由人的意志所影响的行为”。
他认为，生活比世界存在的现实具有更多的性质，即生活的建设性或设计性，这是生活事实最根本的
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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