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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对话精神的结构及其异化

———基于课堂师生对话的探讨

[摘 要]从对待自己和对待对方的态度来考虑，对话精神由四个要素构成：主见性、包容性、批判性

和反思性。这四种要素在每个人身上的比例分配不同。当这四部分比例较为均衡的时候，对话精神的

结构较为理想。但在现实的师生对话中，师生双方通常呈现出异化的比例失调的结构：教师往往包容

性和反思性不足，而学生恰好相反。推动师生对话需要从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入手，避免思维的僵化，

同时要鼓励学生自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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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很多学者所言，我们正逐步步入后现代社

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中，一个较

为古老的话题———对话，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关键

词。甚至可以说，对话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这种

对话的潮流已然波及学校教育领域。 [1]保罗·弗莱

雷认为，“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

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2]。马丁·布伯则指出，

“教育中的关系是纯粹的对话之一”[3]。然而，多年

以来，我们一直把关注点放到对话对于教育的重要

意义以及对话教学如何开展上，尚未对对话精神的

实质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只能笼统地提出要培养对

话素养，这就导致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只能简单地追

求对话的形式。而“对话精神远高于形式”[4]，深入

探讨对话精神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对话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主体性关系，

通常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不求胜败的交流。” [5]从过

程上来看，对话是指对话者在交流过程中主动向他

人开放，在理解他人的基础上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

（不一定与他人的想法一致），并使对方在理解自己

的基础上也受到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对话双

方的听、说 （表达）、理解、吸收等能力，而不仅仅

是通常提及对话时一定会提到的倾听。这些能力正

是对话精神的内涵在具体操作上的相应要求。

一、理想的对话精神结构

对话精神可以在对话者对待自己和对待对方的

态度中充分体现出来。从对待自己的态度来看，对

话者应同时具备主见性和反思性；从对待对方的态

度来看，对话者应同时具备包容性和批判性。这四

点构成了对话精神的核心要素。

（一） 主见性

主见性意味着对话者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并

相信、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人云亦云。提及对话，

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个人的主见。我们习惯于

把重心放在倾听上，而忽视了表达自己主见这一最

基本的问题。对话的基本特征是平等性和开放性，

对话的过程一定是“表达自己真实认识和态度的过

程”[6]，这是进一步倾听、认识和理解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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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中，对话者要主动向他人开放，如果没

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己的立场，谈何与其他人对

话？①对话不是分角色读课文，也不是背台词，而

是要用心去交流，因此，心里必须有些什么才行，

哪怕自己的观点并不成熟。没有个人主张、没有自

我的对话，最终只能沦为灌输，而且很可能会导致

自我否定，信心丧失。

（二） 包容性

对话的过程不仅是表达自己的过程，“更是倾

听对方表达的过程” [7]。倾听正是包容性的体现与

要求。包容性是指，“只要对话伙伴认可某一主张，

便暂时承认他所说的有一定道理” [8]。包容的首要

任务是，理解为什么对方坚持某一立场或观点，即

理解其背后的信念、感情或经验。具体而言，包容

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一是对不同立场的观点、甚

至是错误的观点的接纳；二是布伯所谓的包容，即

对他人的体验，换位或者说是设身处地地思考。

在教育领域，包容对于教师和学生有着不同的

内涵，这是由师生的经历及社会角色差异决定的。

对学生而言，包容更多地体现为接纳，对教师的观

点 （教学计划中以及之外的） 的接纳或接受。对教

师而言，包容则更多的是布伯意义上的包容。无论

师生间的相互性程度有多高，师生对话中的包容都

不可能是完全相互的。学生能接受教师的大部分观

点，且有必要这样；但教师则不然，当教师有必要

接受学生的大部分观点 （不同于理解其立场和观

点） 时，师生的角色便发生了互换。教师能“体验

学生的被教育，但学生不能体验教育者的教育。教

育者立于共同情形的双端，而学生仅立于一端。当

学生能够越向‘那边’，并从‘那边’获得体验的

时刻，教育关系将破裂，或转化为友谊” [9]。师生

双方具有不同内涵的包容是教育领域中对话的教育

性的重要体现。[10]

（三） 批判性

批判性思维与对话有着天然的联系，自苏格拉

底开始，对话就与批判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 [11]持批判态度的人对对方②的主张不会盲目相

信，亦不会全盘否定，而是持一种怀疑、质疑的态

度，“对对方立场的客观准确性作出判断”，并且

“毫不犹豫地根据所获得的证据、观点的连贯性和

逻辑性进行验证”。[12]

批判性使得师生对话不仅仅是传递知识，而且

是具有教育性、启发性的活动。极好的逻辑思维也

不能确保结果有意义。有学者给出一个很有意思的

例子。计算机的工作方式是“不折不扣的逻辑推

理”，然而却是“垃圾进、垃圾出”，“你给他什么

原料，它就加工出什么结果。即使计算机的工作是

毫无差错的，但也不能确保它的结果是有效的和有

意义的。因为，每一个逻辑家都知道，结论并不能

好过前提”。 [13]如果对话双方没有批判性，尤其是

学生没有批判性，那么他所获得的一定不会比其教

师所掌握的多，换言之，其水平一定在其教师之

下。“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

教育的成功在于培养出远比教师出色的学生。所以，

在师生对话中批判性尤为重要。此外，对于教师而

言，当他们能够批判地对待学生，而不仅仅是“批评”

时，可以更好地认识学生、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四） 反思性

反思，即自我反省，“个体以自身已有的观念和

行为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进行批判性的分

析、理解、再认识，[14]反思能够“使自我清醒地意

识到自身现实的存在状态” [15]。对话的参与者在影

响着别人的同时也创造着自己，而正是反思使这种

创造成为可能。一个人如果没有反思性，很容易盲

目自大、目中无人，或是无所适从、唯唯诺诺地听

从命令行事。

这四种要素在每个人身上的比例分配不同，理

想的对话精神应该保证这四个要素的比例合理 （见

图 1）。如果主见性和包容性过于膨胀，则会形成

没有批判性的人，即“不去推敲某种事物与他人的

主张，全盘接纳者；或是凭借自己的印象与好恶作

出结论者”[16]，在当前的教育中，学生比较接近前

① 在这个意义上，对话与价值澄清有相像之处，如果之前什么观点都没有，与其他人去谈什么？
② 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批判仅指对他人的批判，对自己的批判用“反思性”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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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批判性 批判性

对自己的态度

对对方的态度

1. 主见性 4. 反思性

2. 包容性 3. 批判性

图 2 当前师生对话中的教师对话精神结构图

理论探索

者，而教师更像是后者。可以说，主见、包容、批

判和反思四个要素互为基础，无论缺少了哪一个都

会给对话带来问题。

二、异化的对话精神结构

如前文所述，理想的对话精神应该是主见性、

包容性、批判性和反思性这四要素保持基本平衡的

比例。但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在师生对话中体现

出来的对话精神则是截然不同的结构。

（一） 强势的教师：包容性和反思性欠缺

自对话在教育领域成为热门话题以来，教师要

包容学生、倾听学生的呼声就没有停息过。但现实

情况依然不乐观。某小学五年级的作文课《心愿如

诗》①中，当教师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愿望时，发生了

如下对话：

教师：你们有什么心愿？

学生 1：我想到其他行星上去，开采更多的资

源，供人们使用。

教师：嗯，这个心愿不错，不过老师有个建

议，咱就别开采了行不？地球都已经开采得枯竭

了，应该好好建设这个星球……

…………

当学生 1 说出自己的心愿时，教师对“到其他

行星上”表示肯定，而否定了“开采资源”，看起

来是在利用这一契机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教育，但

实际上却否定了学生的心愿。如果教师对学生足够

包容、认真倾听学生 1 所说，就会发现，学生 1 的

心愿主要是开采资源，而非移民其他星球。因为学

生 1 对地球资源担忧，而产生了到其他行星上开发

的想法，他并未想到有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教师此

举则是否定了学生的想法。长此以往，学生的积极

性会受到影响，渐渐也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很多教师以为让学生说就是包容，实际上这与

包容、倾听还有很远一段距离。加之教师对于自己

过于自信，总觉得自己掌握的就是标准、就是真

理，愿意用自己的观点去评价学生的观点的好坏对

错，这就导致教师在师生对话的过程中呈现出异化

的对话精神：包容性和反思性欠缺，主见性和批判

性过强 （见图 2）。

（二） 软弱的学生：主见性和批判性欠缺

与教师表现出来的强势形象不同，学生在师生

对话中往往表现得较为软弱。全盘接受教师的观

点，对教师的观点很少怀疑，一旦发现自己的观点

与教师的观点不一致，便怀疑自己的观点有问题。

接受教师的观点，甚至在对话中想法迎合教师，是

学生在师生对话中的主要表现。

当学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是有自己的

想法的，无论其观点是否成熟。不幸的是，当前的

教育渐渐剥夺了学生的主见。一年级的小学生常问

①注：该作文的要求是把自己的心愿或生活中的小情趣写成诗歌。

对自己的态度

对对方的态度

无批判性 批判性

1. 主见性 4. 反思性

2. 包容性 3. 批判性

图 1 理想的对话精神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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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老师，您看我写得好不好？您看我画得漂

不漂亮？”，班主任每次都挑毛病，指出哪不端正、

哪 不像；到四年级的时候，学 生 的 问 话 变 成 了 ：

“老 师，您看我这样写行不 行 ？您 看 我 画 得 像 不

像？” [17]正是这种不断否定的教育方式，剥夺了学

生的主见，也使学生的批判性无从发展。没有主

见、没有批判性的学生 （见图 3） 在师生对话中只

能不断地听取教师的意见，或是迎合教师的观点。

在上述有关情形下，教师本可以对学生进行很好的

个性化的审美教育、艺术教育，但却错过了机会。

随着学生个性的增强，这种现象有所缓解。但

相对于教师而言，学生依然在师生对话中处于较为

弱势的一方。有必要指出的是，叛逆期的学生的对

话精神结构图与教师类似。

三、对话精神的培育

基于前文的分析，师生对话中对话精神的培育

理应从提高教师的包容性和反思性、学生的主见性

和批判性着手。加强教师的反思意识和学生的批判

性势必要打破师生对权威的迷信，同时要避免思维

的僵化。而提高教师的包容性和学生的主见性实际

上就是要让教师聆听、倾听更多真实的学生的声音。

（一） 打破对权威的迷信

对权威的依赖与迷信是阻碍师生进行真正的对

话的根源所在。“在课堂上，教师实际上处于权威的

地位，这一事实不利于自由、开放地交流观点。”[18]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他们坚持认为教师和课

本“是权威的象征、是理想和知识的拥有者”，他

们便不可能努力追求真理、追求善。于是，在实际

交往中，教师忽视学生的观点、学生刻意迎合教师

的情况时有发生，对话无法展开。因此，对话的开

展、对话精神的培育，首先必须断绝对权威的依

赖，打破对权威的迷信。

权威有外在权威与内在权威之分，在教育中，

尤其是师生对话中，发挥作用的应该是内在权威。

外在权威源自社会所赋予的权力和地位，而内在权

威源自权威主体的内在品质与质量。如果学生信服

的是教师的人格魅力、知识的逻辑性与严谨性，那

么显然，这种内在权威的形成是经过批判性检验

的，这种信服也不是盲目的。内在权威更能激发学

习的热情与动力。因此，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并不是

说不要权威，而是要把对外在权威的依赖转为对内

在权威的信服。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任务在于给

学生提供学生自己发现、思考的机会，提供批判权

威的机会，当然也包括给学生质疑教师的观点的机

会，并引导学生探寻各种立场、观点的依据。学生

则需要打破对教师和教材的盲目相信，敢于提出不

同的观念，并努力寻找证据。

（二） 避免思维的僵化

僵化的思维妨碍批判性思考，更容易巩固权威

的绝对地位。在课堂上，教师往往以讲解为主，尤

其是在中小学的课堂中，教师的讲解逻辑性特别

强，一步步推导，非常严密。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

走，理清了教师的逻辑，就觉得教师很有道理，从

而理解了教师所教授的。“来，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啊！”在这种最为常见的课堂话语下，学生常有疑

惑，“老师讲的我都明白，可为什么到我自己的时

候就不行了呢？”“一个习惯于顺从他人思路的人”，

很难看到别人的观点存在的问题 （除非其错误特别

明显），[19]想象力和创造力更无从发展。因此，教

师一定要鼓励学生的奇思妙想、鼓励学生进行发散

性思维，切忌在让学生独立思考的同时又限定了思

考的方向。依然是在作文课《心愿如诗》中，当教师

继续问学生有什么愿望时，又发生了如下对话：

无批判性 批判性

1. 主见性

4. 反思性

2. 包容性

3. 批判性

对自己的态度

对对方的态度

图 3 当前师生对话中的学生对话精神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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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2：我想做厨师。

教师：想做厨师啊？

学生 2：嗯，做厨师，做更多的菜。（说完坐下）

教师：那要为谁做菜呢？ （用手势示意学生 2

站起来继续回答，学生 2站起来后没有说，教师让

她坐下） 其他同学帮她想想，要为谁做菜呢？

…………

在此，教师给了学生表达自己想法的空间，但

是紧接着又给学生指明思考的方向———为谁做菜。

也许学生 2 想做厨师并不是为了给谁做菜，而是关

注厨艺本身或者受谁影响。从学生的反应———明确

表 示 要“做 更 多 的 菜”， 而 始 终 没 有 回 答 为 谁

做———来看，大概如此。然而，教师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非常具体的思维导向，并且在学生 2 没有回答

的时候让其他学生帮他想，可以说对学生 2 也是一

种伤害。因此，教师要尽可能在有限的课堂中努力

为学生提供不受束缚、自由思考的空间。

（三） 鼓励学生自主表达

对于师生对话而言，也许最为关键的问题在

于，要让教师真正聆听到更多学生的真实的声音。

这其实涉及两个问题，教师的听与学生的说。我们

常常把重心放在教师的倾听、教师的包容上面，但

实际上，只要能够打破对权威的迷信、避免思维僵

化，教师做到倾听就不是难题。而学生的说，一直

在师生对话中被忽视。

能够自主表达、展示自己是对话者必备的素质

之一，我们很难想象与一个无法表达自己、甚至没

有自己的观点的人对话。在当前的教育中，我们有

必要在培养学生自主表达的能力上下工夫。不太成

功的教育使得学生渐渐放弃或隐藏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不愿意在教师面前表达自己，甚至可能已经渐

渐迷失了自己。为什么受过多年教育之后，学生却

没有了自己的看法，究竟是谁剥夺了学生的主见，

前文对此有过探讨。事实上，主见性是对话的基础

之基础部分。如果没有主见，不能将自己的看法展

现出来，那么包容和批判便只能是对别人的接受、

学习，反思也只不过是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使之

与外界保持一致。因此，教育要尊重学生，为学生

提供展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机会，培养他们自主表

达的能力。

总之，对话不仅与倾听有关，更与自主表达、

批判、反思有密切关系。从对待自己和对待对方的

态度来看，对话精神的四个要素是主见性、包容

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当这四部分比例较为均衡的

时候，对话精神的结构较为理想。但在现实的师生

对话中，师生双方通常呈现出异化的比例失调的结

构。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从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入

手，避免思维的僵化，同时要鼓励学生自主表达。

此外，从主见性到包容性，再到批判性和反思性，

这一顺序大抵与人的思维发展规律一致，对于二者

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如何利用这一规律推动对话

的进行，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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