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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视阈下的儿童提问及其教育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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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其提问颇具哲学色彩$基于哲学视角的儿童提问经常涉及到三个领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提

问)对逻辑问题的提问)对伦理问题的提问$成人由于种种原因经常忽略)敷衍儿童的提问"殊不知儿童提问是儿童精神发展

的需求$儿童提问有以下五个方面教育意蕴#儿童是一个宝藏"需要用科学的儿童观重新去认识)解读!呵护儿童爱提问的天

性"善待儿童的精神萌芽!摒弃优越感"尝试向儿童学习!守卫童年"避免儿童被过早的成人化!以儿童哲学为载体"挖掘儿童

的哲学潜能$

关键词!提问!儿童!哲学视域!精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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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人看来"哲学是一门枯燥)艰涩)抽象)玄

虚且毫无实用价值的学科"它是大学教授研究的专

利"一般人很少涉及!儿童是一个天真)可爱)顽皮)

自由且充满活力的个体"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

世纪
E"

年代"当美国学者马修斯提出了'

I02-(:W

(

L

0

<

(.O02-N*4+

(%儿童的哲学&"即哲学属于儿童"

儿童有进行哲学探究的能力"甚至可以说#儿童是天

生的哲学家$批判和质疑的声音纷纷而至#哲学"大

人苦思冥想都搞不清楚的知识"怎么会与儿童有天

然)内在)本质的联系*

儿童和哲学思维都具有原始性$儿童强烈的好

奇心驱使他们不断地提问关于万物起源)天地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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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事物间的区别联系)人间的伦理道德等看似简

单却玄妙的问题$在儿童眼中"任何现象的发生都

是有直接原因的"他们常常刨根问底"涉及到一些哲

学问题的终极提问.

#

/

$由于成人的麻木冷漠和知识

的有限性"对儿童的提问经常不理睬或敷衍$假如

我们能跟踪记录儿童的一些提问"将其某个维度的

提问用时间的链条串起来审视"就会看到个体提问

的演进过程$在色彩纷呈的问题世界中"儿童提问

是最生动的"它的每一个字符和语调"都充满着童

趣$透过直观的童趣"沿着由外到内的思考链条深

入探寻"人们还会发现童趣中隐含着意义"隐含着人

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哲学.

!

/

$

一$哲学视域下的儿童提问

'一(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提问

'形而上学(主要是哲学中探索宇宙万物根本原

理的那一部分"主要包括对世界的本原)宇宙万物的

生成与演化)时空的本质问题)自然规律等$从某种

意义而言"儿童的提问证明了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哲学"更不理解哲学学者

常提及的专业术语"但活跃在他们脑子里的许多问

题却与古代哲学家的思考不谋而合$我们经常会听

到孩子问爸爸妈妈是谁创造了世界* 人类是怎么出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时间老人

会休息吗* 11就这样"不断地提问"提问到最后"

不经意间就触碰到了万物的本原)时空的本质"这些

提问与古希腊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不谋而合$

以万物的本原为例"泰勒斯认为是水)德默克利

特认为是原子$不仅仅是哲学家"甚至连宗教)神话

也加入了万物本原的讨论之中#基督教认为耶稣用

泥土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赐予亚当)夏娃生育能

力!中国民间神话传说认为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了

世界$万物的本原在儿童看来是一个有趣且神秘的

话题"它经常出现在儿童的提问中$

五岁的恩泽是一个好奇心强)凡事喜欢打破砂

锅问到底的孩子$一次"妈妈带她到教堂"当她看到

教堂前面的耶稣雕像时问到#

c

+妈妈#这个人是谁啊(

V

+他叫耶稣!

c

+他为什么在墙上(

V

+人们为了纪念他.信仰他#是他创造了整个

世界!

c

+他用什么创造了世界( 他为什么要创造世

界呢(

V

+用泥土创造的世界#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

美丽!

c

+那泥土从哪里来呢( 那他是不是和我一样

也有妈妈呢(

V

+是的#他妈妈叫圣母玛利亚!

c

+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妈妈创造了他#那到

底谁才创造了谁(

V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你可以等认字了自

己去书中找答案!

很显然"恩泽对妈妈的回答并不满足#在耶稣创

造世界之前"世界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没有泥土$

没有泥土"他是如何创造出亚当和夏娃呢* 再往前

推"耶稣是被一个叫玛利亚的未婚女子所生"他有自

己的妈妈"那又是谁生了她的妈妈呢* 按照恩泽的

推理"她实际上是一个'宇宙无源论(的支持者$恩

泽真正想要问的是一个也曾经困扰过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的问题---万物的本原"所谓本原是指世界万

物的基础)来源)归宿"对本原的追问是哲学家与儿

童的天职$

童年期是人生的基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

好的哲学也是出现在人类世界的童年期%公元前五

世纪&$在这个时期"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还未被

利益和世俗的偏见所遮蔽$处于童年期的儿童被大

自然恩惠且不受功名利禄的影响"他们无拘无束)天

马行空"与天地畅谈)与自然对话)与草木嬉戏!在自

然中进行科学探索)哲学思考!在提问中认知世界)

理解世界)体验世界$正如尼采所言#理性的人"存

在着孩子看见而他看不见的事情"存在着孩子听见

而他听不见的声音"而这些事恰恰是最重要的.

%

/

%E!

$

因此"认真思考儿童提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原始哲

学的意蕴"拒绝与孩子进行探讨问题的成人和教师

会使自己智力贫乏"远离真理世界"且与儿童的关系

渐渐疏远"甚至扼杀儿童独立探究知识的兴趣$

'二(对逻辑问题的提问

儿童哲学的创始人李普曼在给大学生上逻辑课

时发现学生的思维呆滞"毫无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

多次反思后他发现从大学时期开始培养学生的逻辑

推理能力已经为时已晚"必须从儿童时期抓起"于是

萌发了用哲学小说来培养儿童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一

念想$不同于成人那严谨)规则)理性)甚至略显呆

滞的逻辑"儿童的逻辑是不规则的逻辑"是诗性的逻

辑"即感性直觉的逻辑"音乐性的逻辑"想象的逻辑"

内心自由的逻辑"酒神的逻辑"审美和艺术的逻辑"

它是儿童感性丰富性的具体体现.

&

/

$这种逻辑不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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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着成人对儿童的认识"如玛克辛关于'奶酪是草

做的(这一逻辑便超出了成年人的想象.

G

/

%!B%G

$

玛克辛+老师#你知道吗( 奶酪是用草做成的!

老师+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玛克辛+因为奶酪是牛奶做的#牛奶是牛产出来

的#而牛是吃草的!

老师+那你吃不吃奶酪(

玛克辛+吃啊/

老师+那么你也是草做的吗(

玛克辛+不是#我是人!

老师+那奶酪应该就是绿色的啦(

玛克辛+不是#牛把草吃进肚子里的时候#把草

变成了牛奶以后才挤出来#牛奶是在牛肚子里做的#

奶牛的肚子是一个加工厂!

在成年人看来"玛克辛犯了严重的推理错误"老

师巧妙的引导了她"使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成人

认为玛克辛的推理很简单#如果说
3

吃掉
e

"那么
3

除非是人"否则就是
e

做成的$问题是"在根据对

话重新建构玛克辛的推理时发现她绝对没有说牛是

草做的"只是说'奶酪(是草做的$根据她的逻辑推

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个命题#

%

#

&牛吃草
!!!!!!!!

%

!

&牛产牛奶

%

%

&奶酪是牛奶做的
!!!!

%

&

&奶酪是草做的

这四个命题之间并不是依次类推的关系"尤其

是命题
#

和命题
!

之间还隐含着一个中项结论即#

'牛奶是草做的("再加上命题
%

'奶酪是牛奶做的(

借由转换原则便可得出'奶酪是草做的($这个论证

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但它也并非完全不合理"

当老师继续追问玛克辛'奶酪是不是绿色的(时"玛

克辛的回答着实让我们眼前一亮"虽然玛克辛不会

运用转换原则进行推理"但他的论证既严密又不乏

丰富的想象力"与我们的常规思维'奶酪是牛奶加工

成的(相比"更具有生命的活力$世界万物是一个有

机联系的整体"追根溯源"万物有它们的生命$在玛

克辛的推理看来"奶酪的原初生命体就是草"可如果

按照成人的推理"奶酪则是无生命力的$正如儿童

哲学是建立在逻辑思考能力训练的基础上"让儿童

体验探究哲学过程中的乐趣"排除日常生活中的哲

学困惑"帮助他们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建立起自身意

义世界的教育计划一样.

E

/

$

对比发现#成人世界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处处

充满了利益博弈"快节奏的工作生活让他们很难停

下来去思考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在成人的眼

里"奶酪就是用来充饥的"它是用牛奶直接做成的"

直接思维主导了成人的认知发展$儿童却不然"他

们拒绝不经审思而接受任何习俗或权威提供的原

则)真理"甚至会对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道理或规则

提出质疑$所以在玛克辛的眼里"奶酪就是草做的"

间接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儿童是

天生的哲学家$我们可以说"用直接思维来分析"奶

酪是牛奶做的!用间接思维来分析"奶酪是草做的$

可当大部分的成人在轻易否定了'奶酪是草做的(这

一推理时"是不是也被常规的思维所束缚"忽略了间

接思维和转换原则呢* 被常规思维所束缚的人又如

何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批判力的人呢*

'三(对伦理问题的提问

伦理道德没有永恒的价值体系"它是变化发展

的$生活在前喻文化)并喻文化时代和后喻文化时

代的人对诸如'善('勇敢('正义(等伦理问题有着不

同的诠释"对于伦理道德的讨论"旨在引发儿童的思

考"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进行伦理抉择是我们经

常面临的难题"成人应该想方设法为儿童提供这种

机会而非把它当作一种儿童对成人权威的挑战$

幼年时儿童往往以成人眼里的'好孩子(为他们

成长的伦理规范标准$入学后3小学生行为规范4则

为儿童提供了现成的伦理抉择的指南$成年后社会

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准则$不难发

现"儿童成长中很难体验两难伦理抉择的机会"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认同$正如 '道德两难选择(很

少出现在被规训化的成人世界中一样"也逐渐开始

从儿童的世界中销声匿迹$其实"儿童有自己的伦

理观和是非判断标准"并与成人有很大的差异$遗

憾的是"成人在儿童面前的优越感使得他们蔑视和

忽略了儿童的伦理观并把自己的伦理观当做真理强

加给儿童$

笑笑是一个六岁的孩子"有一天他和妈妈在篮

球场互相扔着篮球玩"正好小区里来了几位大孩子

想要用他的篮球进行比赛"一个男孩顺手截走了篮

球开始和其他孩子玩起来"笑笑百般不情愿"看着笑

笑满脸不高兴"妈妈决定开导笑笑$

妈妈+这几位哥哥都是我们小区的#你忘了他

们上次还给你巧克力吃呢/

笑笑+我记得#可我给他们说谢谢了#而且我有

好吃的也给他们了!

妈妈+那你们就是朋友#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玩你

的篮球(

笑笑+我正玩的开心呢#他们把篮球拿走我很生

气!他们为什么不等我玩完了再拿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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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看他们几个现在玩的多开心#你的行为

让更多的快乐#这不是好事吗(

笑笑+才不是#是让更多的人自私#不管别人的

幸福!

妈妈+呃**人要学会宽容!

笑笑+为什么他们那么自私你还要我宽容(

笑笑的妈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给孩子灌

输一种伦理规范"即功利主义原则$它主张做事应

该以幸福最大化%即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日常

生活中"功利主义原则被人们当作一种道德规范和

行为准则"但笑笑却对这一准则提出了质疑$他似

乎认为"如果因为你拿走了别人的东西而让别人不

快乐"那你的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自私的$如果自

己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就是不道德的$

几位大孩子未经笑笑允许抢走了他正在玩的篮球"

在笑笑的妈妈看来"把篮球给这些大孩子玩是一种

谦让"可笑笑却认为正是他的这一'谦让(会纵容这

些大孩子的自私$当然"笑笑肯定不懂功利主义原

则"也没有意识地去辩证看待问题"进行苏格拉底式

的哲学思考$但他对妈妈的反问确实让妈妈意识到

自己需要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宽容(* 宽容是有原

则的还是无限度的* 什么是'快乐(* 大多数人的快

乐就是真正的快乐吗* 快乐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哲学家和儿童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受先入

之见的干扰$儿童看世界是充满好奇和未知的"他

们除了对世界追问"也会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一些

既有趣又令人深思的结论#如五岁的苗苗在边看电

视边吃花生米的时候就发现了造出来的东西是一模

一样"就像电视机一个模子造出来电视机就一模一

样$自己长出来的东西"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就

像花生米没有两颗是完全一样的$其实科学家早已

确定"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相同的树叶!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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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明曾经感叹道"每当自己回老家和小朋友自由

自在地玩耍时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回到城市的

家里时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孩子无意间的感慨

证明了人是自然中的一员"是群居动物"只有融入自

然)保护自然才能彰显人的本性"体验生活的乐趣!

上了幼儿园之后的恩泽因为午休实在睡不着觉而被

老师罚写四张作业"当问到以后午休时要不要睡觉

时"她竟然说"我不睡觉但我可以闭上眼睛背加法口

诀"这样就不会被老师发现了"她又不知道我的心会

在背书$即使是幼儿也懂得意识是无法以具体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如果一个人刻意隐藏自己的想法别

人就不会发现$儿童进行哲学思考的例子很多很

多"他们具有哲学思考的潜能"真正哲学家的诞生源

于无拘无束的思考$

从上述的例子中不难发现在儿童的本性中"天

生就有一种探究形而上冲动和质疑权威的勇气"成

人却受权威的束缚而成为规则的追随者和奴隶$和

成人相比"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哲学的本质不在

于对真理的掌握"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11哲学就

意味着追求$对于哲学来说"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并

且每个答案本身就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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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是穷根究底的追问"是无止境的思考与反思"是

对权威的质疑和挑战$儿童的提问十分简单"可正

是因为这些问题的简单"所以才是最难回答的$就

像泰戈尔诗中描述的那般"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

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11

二$哲学视域下儿童提问的教育意蕴

'一(儿童是一个宝藏)需要用科学的儿童观重

新去认识与解读

儿童观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时代发展的烙印$它

是在儿童与周围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形成和

发展的$譬如"古代是一种'没有儿童(的儿童观"中

世纪盛行一种'小大人(的儿童观"我国民间流行'乖

孩子(的儿童观"现代需要一种'自由创造(的儿童观

等$重新认识)解读儿童需要我们摒弃过去'小大

人('乖孩子(等陈旧的儿童观"结合时代需求构建更

加科学的儿童观$这不仅是儿童和哲学的呼吁"也

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逻辑起点$

树立科学的儿童观需要成人把儿童当作一个宝

藏去发现$儿童不是一个呆滞的个体"而是一个潜

能不断展开和彰显的画卷"有着无限的丰富性需要

我们重新去认识)解读$儿童有不同于成人的需求)

爱好和精神食粮"教育者应该学会给儿童提供符合

儿童认知方式的精神食粮$尤其在极度需要创新的

时代"社会发展更需要具备有创造性思维人才$倘

若仍将儿童当做一个事事依赖成人的呆滞的生命或

需要成人填充知识的容器"将会极大的扼杀他们的

创造力和天性"这对儿童成长和社会发展而言都是

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

常言所说的儿童是未成年人"是从法律层面来

衡量的$因为儿童还不具备成年人丰富的社会经验

和成熟)自觉)理性的判断能力"不能承担完全法律

责任"但不意味着儿童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进行哲

学思考的能力$他们是借成人而来"而不是属于成

人$因此"让儿童在属于自己的世界中自然成长"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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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姬甜甜#哲学视阈下的儿童提问及其教育意蕴

重儿童的精神世界"不断地倾听儿童的声音"谦虚地

回答儿童的提问"学习儿童的批判质疑精神是成人

的必修课$

'二(呵护儿童爱提问的天性)善待儿童的精神

萌芽

儿童的身上有许多没有成长的胚芽"我们的职

责就是要合理地发挥其自然天赋"促进这些胚芽的

成长"并保证他实现自己的命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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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儿童

精神萌芽方面"卢梭堪称典范$他在3爱弥儿4一书

中明确说到自己的教育目的不是教给爱弥儿各种各

样的知识"而是教他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取得知识"教

他爱真理胜过爱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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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提问是儿童哲学

思维和精神萌芽的载体"是儿童天性得以健全发展

的基础$

教育者要善于鼓励儿童进行提问"通过提问发

展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浸润儿童的心灵$虽然儿童的提问的语言不如

成人那般简练)富有逻辑性"但正是这些童真童趣的

提问映射了人类世界错综复杂的本质$解答儿童的

疑惑实则是一个儿童受教育的过程$教育的目的是

帮助学生学会获取知识"学会热爱真理$儿童对知

识的渴望和真理的追寻是灌溉儿童精神萌芽成长的

需要"它没有任何功利价值的束缚"处于天性)本能

状态$倘若离开天性)本能谈教育"我们就离教育本

真背道而驰$因此"呵护儿童的问题"善待儿童的精

神萌芽"不仅仅是教育人性化的诉求"也是儿童成长

的需要$

如果儿童的提问一味的被忽略或者敷衍"他们

自由的心灵便会受到限制"'爱智慧(的需求也无法

得到满足$因此"把儿童的世界还给儿童"使儿童的

提问具有童真)童趣"让'提问(真正成为儿童的本色

而非成人的模仿"需要教育者尊重儿童的哲学思考

和哲学提问"并通过和儿童进行哲学哲学探究"满足

儿童的内在的精神需要"让儿童在提问中体验教师

的关爱)成长的快乐)知识的奥秘$

'三(摒弃优越感)尝试向儿童学习

玛格丽特6米德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提出

了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后喻%

L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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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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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互喻%

>(B.2

Q

)*,;294

&文化和前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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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文化$在千余年的后喻文化和互喻文化

之后"我们已达到了人类文化演变中的一个新阶

段---后喻文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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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文化阶段"年轻

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年老一代"在这一文化中"代

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

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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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育者要有意识的摒弃自身优越感"

不断地向儿童学习$

儿童哲学的先驱马修斯曾十分担忧地指出#成

年人常常阻止)打断儿童提出哲理性的问题"开始是

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他们"然后引导他们转向更加

具有实用价值的探索$当成人用理智进行解释破坏

孩子的问题世界时"当孩子认为自己了不起的问题

被嗤之以鼻)无人在意时"最初绽放的哲学之花也便

逐渐枯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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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育者对于哲学问题不感兴

趣甚至厌恶"觉得是儿童向自己发出的挑战$殊不

知"智慧)真理)求知欲与年龄大小无关"进行哲学探

索需要的正是孩子般透明的眼睛)强烈的好奇心)穷

根究底的追问)自由的思与行和对知识整体性的渴

求$在问题世界"教育者应把儿童作为自己的榜样$

向儿童学习需要教育者和孩子建立真正的'探

究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也

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而是两个平等个体

的关系$我们必须学会平等地看待孩子"和孩子互

相学习"享受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在这

个过程中"给儿童自由表达的机会"弯下腰来听一听

孩子的看法"像孩子一样打破定势思维的束缚"可能

就会找到自己困惑已久问题的解决办法$

'四(守卫童年)避免儿童被过早成人化

市场经济中对于效率的追求在教育中也颇为常

见"就连孩子也不得不讲究学习效率"与之而来的是

过多的早期教育无情地霸占着孩子的童年$在教育

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

岁的孩子在教师的规训下

开始学习各种礼仪规范"倘若能再背若干篇唐诗)宋

词"会算几个简单的加减法"俨然就成了众人眼中的

'神童($殊不知"童年是孩子创造力和想象力发展

的高峰期"过早地接受书本知识教育致使儿童的童

年期大幅度的额缩短$童年是人生的种子"还未等

到种子发芽"便要求种子开花结果"这岂不是扼杀了

种子的生命力* 人类千方百计的延长寿命"却忽略

了儿童童年期的缩短$小孩子说大人话)做大人事"

无需多加引导便成了翻版的'小大人("纯真的个体

生命开始加速衰老$教育者应当警醒"即便不能延

长童年的长度"也要尽量守卫童年"避免童年期的缩

短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它们既不丰满也不甜美$

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

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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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童年既是人类个体之

根"也是人类文化之根"人在童年中能够寻到生命最

深层的能量$守卫童年有助于认识成人认清自己"

认识人的本性"有助于消除成人社会甚至人类文明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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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应该在正确的时间里做正

确的事情"学会等待"给予儿童成长的空间"让儿童

真正拥有不带成人色彩)未被成人文化侵占的童年$

让儿童在童年期尽情的嬉戏)游戏)胡思乱想)自由

奔跑11童年是人生最自然)天性保存最完全的时

期"只有当成人学会守卫和养育童年"童年才会反哺

成年$成年和童年之间)成人和儿童之间才能合奏

出美丽的音符$

'五(以儿童哲学为载体)挖掘儿童的哲学潜能

儿童哲学现已作为一门课程在欧美国家推广开

来$我国的云南省昆明铁路局南站小学和上海市六

一小学等学校也把儿童哲学作为一门常规课程纳入

了课程体系$开设儿童哲学课程的初衷是通过让学

生阅读那些取材源于生活的长篇哲理小说"进而培

养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和批判创新能力$这意味着

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意识到儿童在学校中不仅需要学

习知识"还应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正如李普曼在

3教育中的思维4一书序中所言#我希望我们的教育

能够丰富人)照亮人和解放人"能够鼓励)理解)提高

学生的判断力并改进思维$以儿童哲学为载体"尊

重儿童的天性"鼓励教育者尝试'提问式(教学"让儿

童从问中发现问题)澄清问题)解决问题!从问中学

习知识)应用知识)建构知识!从问中认知世界)体验

世界)理解世界$

注重培养儿童的哲学意识"挖掘儿童的哲学潜

能"有助于扭转当今教育过多强调工具价值)外在价

值而忽视人的内在价值的尴尬局面$哲学的种子是

天生就蕴藏在儿童的身上的"需要本真教育的唤醒

和教师的精心培育"倘若错过了成长的关键期"种子

就会失去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只有把儿童的提问融

入学校教育过程之中"并给予儿童哲学一席之地"儿

童的生活世界才能得以彰显"教育才能真正做到'以

人为本("才能散发出生命的活力"才能造就影响世

界的思想家)哲学家$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

步需要优质的教育"需要尊重儿童的成人"需要哲学

的引领"更需要儿童的参与$

%参考文献&

.

#

/

!

丁海东
A

论儿童精神的诗性逻辑.

'

/

A

学前教育研究"

!""G

%

#̀

&#

$B#"A

.

!

/

!

史爱华
A

儿童的声音与儿童的哲学.

'

/

A

学前教育研究"

!""G

%

#̀

&#

!EB!$A

.

%

/

!

卡林6瓦尔特
A

我与他.

V

/

A

陆世澄"译
A

北京#读书6

生活6新知三联书店"

#CC&

#

%E!A

.

&

/

!

边霞
A

论儿童文化的基本特征.

'

/

A

学前教育研究"

!"""

%

#

&#

#&B#EA

.

G

/

!

加雷斯6

Y

6马修斯
A

与儿童对话.

V

/

A

陈鸿铭"译
A

北

京#生活6读书6新知6三联书店"

!"#G

#

%!B%GA

.

E

/

!

高振宇
A

儿童哲学诞生的哲学基础.

'

/

A

学前教育研究"

!""$

%

H

&#

%&B%E

"

&#A

.

H

/

!

林德宏
A

儿童的哲学世界.

'

/

A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6人

文科学6社会科学版&"

#CCC

%

&

&#

#&CB#GGA

.

$

/

!

卡尔6雅斯贝尔斯
A

智慧之路.

V

/

A

柯锦华"译
A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C$$

#

%$B%CA

.

C

/

!

伊丽莎白6劳伦斯
A

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V

/

A

纪晓

林"译
A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CC!

#

#G&A

.

#"

/卢梭
A

爱弥儿.

V

/

A

李平沤"译
A

北京#商务印书

馆"

#CCCA

.

##

/玛格丽特6米德
A

代沟.

V

/

A

曾胡"译
A

北京#光明日报

出版社"

#C$$

#

&!B&%A

.

#%

/加雷斯6

Y

6马修斯
A

哲学与幼童.

V

/

A

陈国容"译
A

北

京#读书6生活6新知三联书店"

!"#G

#

#GHA

.

#&

/刘晓东
A

童年研究#'根(的探寻.

O

/++中国儿童文化%第

二辑&

A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GA

%责任编辑
!

熊
!

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