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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光陆所著的《解释学视域下的对话教学》的目的在于如何把学生声音缺席的“对话教学”转变为学
生声音在场的对话教学，而研究的主线是教师如何与学生的“异向交往话语”进行对话。
从哲理上讲，学生的“异向交往话语”是否具有可对话性是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从传统认识论的视角看学生的“异向交往话语“或“反常话语”不具有可对话性，然而从新解释学的
视域看，其具有可对话性而且从传统认识论到新解释学是教育完整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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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提问东西的悬而未决主要是指为文本理解的创生性创造条件。
“学生们对麋鹿的传奇经历的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麋鹿还会‘迷路’吗？
”这两个问题都具有开放性，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学生们不会去刻意猜测教师的预设
答案，这样课堂教学中就会有生成和创新。
其二是，教师要有开放的态度和胸襟，那些固执己见、狂妄自大的教师是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的。
“为了能够提出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但这也就是说，知道我们并不知道。
”苏格拉底对话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
伽达默尔虽然为前见进行正名，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前见可分为正确的前见和错误的前见。
教师只有通过努力倾听文本和学生，才能够批判地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从而不断修正那些错误的偏见
。
只有彼此开放，每一个人都对他人陈述的真理可能性开放，才能有真正的人类联系，才能提出开放性
的问题。
所以对于教师而言，在提问之时就要放弃那种存在标准答案和客观真理的想法。
课堂教学中，倘若教师在提问之前就已经有了预设答案，而且笃信自己预设答案的正确性，那么教师
就缺乏开放的态度和胸襟。
在前文的案例中，J老师在与学生们的对话中，没有去刻意压制学生的声音，没有去引导学生获得自己
想要的回答，而是让学生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他耐心地倾听学生们的想法，让各种不同的
观点不断地碰撞和融合，达到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
这就是一种开放性提问，只要时间允许，师生之间的对话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在现实的课堂教学中，许多教师的提问缺乏这种开放性，正如前文所说，这些问题或者寻求一件
具体的信息，或者询问一些事实性知识，这就造成了师生之间的对话不能持续下去。
其次，真问题还需具有方向性。
实际上，仅仅具有开放性还不能满足真问题的全部要件，真问题还需具有方向性。
“问题的开放性并不是无边际的。
它其实包含了由问题视域所划定的某种边界。
没有这种界限的问题乃是空的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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