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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古今中外，对话思想的存在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为了更好地阐述对话理论，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作一考察。
本部分主要考察了西方对话思想和中国对话思想的历史发展。
西方对话思想是在经过了古希腊重客体的形而上学和近代重主体的形而上学之后，在现代语言哲学转
向的基础上发展起的哲学思想。
中国对话思想在古代就大放光彩，先秦时期对话思想就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佛学的引入，又赋予了
对话新的内涵，在经过宋明时期的哲学思辨高峰以后，现代新儒家更加强调文明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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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华，1974年生于山东省济宁市。
1990年考入曲阜师范学校，最早接触到教育学。
1995年至2000年，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相继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要兴趣领域涉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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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对话思想的历史考察　　无论古今中外，对话思想的存在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为了更好地阐述对话理论，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作一考察。
本部分主要考察了西方对话思想和中国对话思想的历史发展。
西方对话思想是在经过了古希腊重客体的形而上学和近代重主体的形而上学之后，在现代语言哲学转
向的基础上发展起的哲学思想。
中国对话思想在古代就大放光彩，先秦时期对话思想就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佛学的引入，又赋予了
对话新的内涵，在经过宋明时期的哲学思辨高峰以后，现代新儒家更加强调文明之间的对话。
　　第一节 西方对话思想　　在许多哲学家看来，西方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
识论阶段（哈贝马斯称之为“意识哲学”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
在古希腊，哲学侧重于研究本体论，探讨世界构成的最终成分，他们试图找出现实存在的本原或某种
形而上学的本体，因此本体论成为他们哲学研究的中心。
到近代，从笛卡尔（Descartes，R。
）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也就是研究认识来自经验还是来自理性，研
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研究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等。
到了现代，哲学发展又从认识论阶段转向语言哲学阶段，语言研究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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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深入地论证了对话、人类存在与教育的关系。
在对对话教育思想和对话教育的历史考察以及对对话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探讨了对话教育的若干理论
问题，提出了颇有新意的对话教育的目的观、教学观、师生关系观和学校观，显示出教育理论的创新
。
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王承绪　　对话教育是当前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向。
本书旨在通过对对话思想、对话教育的梳理，对对话理论的阐释，提出自己的对话教育观，建设自己
的对话教育理论。
对话教育理论的建设部份尤其富有新意。
　　——戚万学　　作者在充分占有历史、哲学、教育学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就对话教育给予了全方
位的思考，涵盖了古今中外。
作者力图阐述和表达一种“对话教育”的美好图景，并为此进行了认真努力。
　　——杜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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