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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解释学与教育》一书的英文版在1992年出版以来，该书已经无数次地被创造性地解读和应
用，远远超越了作者的观点。
我发现本书被应用到许多我从未预料到的领域。
正如预期的那样，本书的观点对解释学理论和教育理论都是适切的，但是我注意到许多其他学术领域
的出版物也引用了本书的观点，如：音乐理论、护理、艺术和建筑、精神治疗、新闻学、工程学和设
计、心理咨询与戒毒、老年学甚至园艺学。
人们发现本书能够被应用到如此之多的方面和研究领域，我对此感到奇怪，但更多的是欣喜。
它强化了这一观点：解释学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并且验证了文本的解读总是超越作者这一深刻见解。
　　大多数解释学方面的文章都是有关文本解释的。
本书并非如此。
本书根据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论述，聚焦于经验以及我们对世界和世界中的人们的理解。
当然，教育形成了我们理解世界和他人的方式，所以解释和教育之间就存有内在的联系，并且二者之
间形成了一个循环。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由包括我们成长的文化在内的教育经验所形成的；同样，我们当
前的理解形成了我们的教育经验。
我所说的是“我们的”而不仅仅是“我的”理解，这是因为在任何解释和教育经验中，共享的意义处
于关键地位。
　　在本书所论述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学原则之外，我再增加一条：解释总是主体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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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从哲学角度详实地探讨了四种类型的解释学及其四个核心原则，接着他在当代的教育理论中寻求
相同的观点，并且表明解释学反思能否或如何充实每一种教育观。
并且基于当代的学习理论，作者也大胆地对解释学反思本身进行批评。
本书的观点将被广泛引用，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以解释学为基础的教育改革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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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并不是否认存在一些促使学生学习的心理的或动机的问题，也不是否认设计良好的学习情境的
重要性。
当然，规范性的学习理论必须在有关动机问题和学习情境的技术操纵方面提供指导。
然而，解释学的原则描述了学习的必要（sine qua non）条件。
除非学生在解释的应用中经验到他自身的可能性，否则即使设计最好的实验情境和竭尽全力鼓励学生
也不能导致学习的发生。
　　出于规范性的目的，认为师生关系具有我一你型的对话斡旋特征可能是合理的。
伽达默尔和其他人都指出，这样的一种模式更适合于教师对学生的独裁控制。
但是由于前面部分所概括的原因，即使我一你型的模式与师生关系关联，那也不是获得教育经验的解
释学情境所需要的正确模式。
仅仅聚焦于我一你型的师生对话就会退回到外在性原则，因为这样的一种聚焦明显地使学科内容外在
于二者。
　　即使在教师或教材不在场的情况下，学习也能发生。
这证实了这一事实：学习不能被简化为师生之间的对话相遇。
学习的必要因素是作为学习者的学生和将要学习的客体的相遇。
但是这不是一种客观的相遇，而是以问题为基础的相遇，结果不熟悉被问题凸现出来，于是就有获得
客观地位的可能性。
学习者带着内在于他的方法的问题来探讨学科内容。
在语言的传统语境框架之内的问题当然可能由教师在试图促进与学科内容的相遇时提出。
这样的教学问题将会在程度不等地试图吸引学生独立质疑学科内容的语言中被重述。
然而，必定以问题的形式引出学生的兴趣和要求努力的是学科内容本身而不是教师。
　　如果学习者将通过对学科内容的质疑地相遇从而获益的话，那么就不能退缩。
质疑必须继续进行。
如果我们认为教师与学生以及传统的过程和学科内容是学习情境的因素的话，那么作为学习者的学生
就决不会达到或后退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通过质疑，学习者总是参与一个互动过程，即与传统、熟悉的语境、学科内容、不熟悉的客体之间的
辩证交流。
这里我们回到本章开始所提到的与经济收益原则的类比。
现代的贸易收益原则表明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自给自足的行为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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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释学与教育》根据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论述，聚焦于经验以及我们对世界和世界中的
人们的理解。
当然，教育形成了我们理解世界和他人的方式，所以解释和教育之间就存有内在的联系，并且二者之
间形成了一个循环。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由包括我们成长的文化在内的教育经验所形成的；同样，我们当
前的理解形成了我们的教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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