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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继续教育哲学基础

n  什么是哲学 ？

n  教育学研究为何离不开哲学？

n  教师教育为何也要研究哲学？

          全部教育问题最终都是哲学问题。哲学

对教育起着决定性规范和指导作用。

                                            ——谢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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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当代知识观

         不论你怎样界定‘后当代’，学校教育危机在亦

可称为‘后当代状态’问题情景中生成、彷徨，是谁都

不能认可事实。                                                   

                                            ——左藤学

        关键特征: 非理性、不确定性、境遇性、非线形、

无边界性、可视性、卑琐性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

等。

        一句话，它是对当代主义文化观念颠覆、否定和超

越，是一个涉及各门学科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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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观：

      人们对知识系统看法与观点，包含知识起
源、知识生产传输和应用等等各方面概念、
方法和信念。

       教师工作，教师教育主要就是关于知识传
递和获取工作。所以，人们知识观与教师继
续教育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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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代知识观特征

      （1）客观性

      （2）普遍性

      （3）中立性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是一个理性主义教师
培训形态，是一个理智取向教师专业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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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后当代知识观特征

    （1）知识了解性——从绝对知识观到相对知识观
转向

        首先，表现在主体之间相互沟通。 

           其次，表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沟通、了解与互动。

    （2）知识情境性——从普遍知识观到境域知识观
转变。 

    （3）知识创造性——从既定知识观到流动知识观
转变。 

   （4）知识多样性——从精英知识观到大众知识观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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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代知识观视野下教师培训

       不但仅是关注知识传递，而是愈加关注教师

了解，教师体悟，以及教师在详细教学情景中

反思。

       所以，教师知识应该由隐形知识和显性知识

两个部分组成。

       所以，愈加关注校本培训、行动研究、叙事

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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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学基础

       从根源来看：解释学工作就是一个语言转换，一个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世界语言转换，一个从神世界到人世

界语言转换，一个从陌生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语言世界

转换。

         从词意看：解释学（Hermeneutics）也有译为“
诠释学”或“阐释chan学”或“释义学”。

       由此可见：解释学是关于了解学说，是对于“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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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对待“了解” 

       传统解释学：以施莱尔马赫F.E .D.Schleiermacher, 

1768－1834)、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为代

表。

        当代解释学(哲学解释学)：以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伽达默尔(H. G. Gadamer, 

1900－)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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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传统解释学

       传统解释学认为，意义或真理早已存在于文本里，
是作者赋予和给定，读者能够越过时空距离，去恢复文

本固有、不变意义，即作者原意。即 “重建说”(又称
“复原说”或“符合论”)。

        施莱尔马赫：把了解概括为“防止误解”，将解释
学视为“防止误解艺术” 。

        狄尔泰：完善了“复原说”，提出了移情方法，“
客观之心”、“共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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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哲学解释学

          哲学解释学认为，了解就是视界（视阈）融合。这种学说认为了解目标

不是要去把握作品原意，而是要到达作品视界与读者视界融合，产生新意

义。所以 也是一个“意义创造说”。

         海德格尔 ：“此在意义—亦即整个世界意义—不是说被了解后才展现
在了解者面前，而是伴随了解被展开，不是说了解发觉了这些早已存在于

某处意义，而是伴随了解展开‘生成’了意义”。
         伽达默尔：了解是一个对话过程，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出来，使新了解

成为可能。对话不是一个观点强加于另一个观点，也不是用一个观点来反

对另一个观点，而是改变双方观点，达成共识－对世界共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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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学基础

（一）终生教育理论 

   【法国】保罗·朗格朗，他在1965年正式提出“终生教育”
这一概念，并撰写了《终生教育导论》。 

    终生教育是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生教育 。终生教育实际上包含

两层含意，

    一是，从纵向上讲，终生教育包含人生各阶段；

    二是，从横向上讲，终生教育包含了人所受教育各个方面和

各项内容全方面整合，它强调是教育各个方面有机联络和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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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教育理念下教师教育

n 世界上没有哪种职业或专业像教师一样更需要
接收终生性教育。

n 教师继续教育秉承了终生教育理念，把教师教
育由职前师范教育扩展到入职教育和职后教育。

n 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师资培养基本实现高等教
育化发达国家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愈加为关
心，甚至比教师职前培养教育还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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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知识组成理论

    1.人类知识发展和类型

   （1）孔德知识观

      “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或 “虚构
阶段”、“抽象阶段”与“实证阶段”。 

        神课时期：拜物教、多神教、一神教三个阶段。

        形而上课时期：倾向于绝对知识，热衷于推论而不是观察，思

维 成份被不停夸大。

        科课时期：科学是一切知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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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福柯知识观：知识—权力—话语三位
一体说

        知识政治学：提出了著名知识\权利、知识\话语理

论，所谓三位一体知识-权力-话语，是将知识“政体”

改变与社会权力和话语实践联络在一起，并由此提出了

“被压迫知识”概念以及“被压迫知识反抗”等主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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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利奥塔知识观：后当代知识与叙事知
识

n 用“当代知识”来表述转变之前知识情况，用
从“当代知识”到“后当代知识”转变说明20

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发生知识转型性质。 

n 知识可分为两种:一是叙事知识，二是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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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波普尔知识观：猜测性知识

n 全部知识，不但是科学知识，在实质上都是“
猜测性知识”，都是我们对于问题所提出暂时
回答，都需要在以后认识活动中不停地加以修

正和反驳。

n 所以，没有一个知识能够被一劳永逸地取得，

科学知识性所谓“终极解释是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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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哈贝马斯知识观：三种兴趣说

　他认为：人类知识组成了兴趣主要类别。

n 第一类兴趣是控制外在客观世界兴趣，简称技

术兴趣。 

n 第二类兴趣是实践兴趣或沟通与了解兴趣。

n 第三类兴趣是解放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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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波兰尼知识观：默会知识

　　●显性知识又称为“明确知识”、“明言知识
”或“言名知识”等，指是“用书面文字、图
标和数学公式表示知识。

　　●隐性知识又称为“缄默知识”、“默会知识
”、“默然知识”等，指是“还未被言语或者
其它形式表述知识”，它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知识，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不能经过语言
文字符号给予清楚表示或直接传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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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话：

　　　“显性知识能够说只是冰山一角，而缄默
知识则是隐藏在冰山底部在大部分。缄默知识

是智力资本，是给大树提供营养树根，显性知

识不过是树上果实。” 
　　　用他自己一句话进行概括就是：“我们所
认识多于我们所能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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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类——经合组织：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知识分为四种
类型（即关于知识4W分类）：

　　（1）知道是什么知识（know-what），即关于事实
知识。

　　（2）知道为何知识（know-why），如相关自然法
则与原理方面科学理论。

　　（3）知道怎样做知识（know-how），指做一些事
情、完成某种活动技艺与能力。

　　（4）知道是谁知识（know-who），知道谁拥有自
己所需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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