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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念 《教育哲学》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教育哲学关注 “教育是什么？人是什么？学生是什么？”等问题，处在教育最前线

的教师需要明白这些问题。因此，教师需要读教育哲学，这是我对教师的一条重要建议。教育

哲学，既是教育智慧的产物，又是启迪教育智慧的知识。教育与智慧同在，因而与全面繁荣与

进步同在。我的建议，也表明了我的深切盼望，盼望教师们具有教育智慧，盼望我们学校更充

满智慧，盼望我们民族因智慧和哲学更富有创造活力，走向全面繁荣，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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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是我对教师的一条重要建议，意思是，不
仅学习心理学、教育学的知识，还确有必要读读教

育哲学。不过，究竟读哪一本，是需要斟酌一下的。

读两本可比较，但也不一定读到了合适的。为此，

我自己将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供教师们参考。

教育学属于教育理论，是高于经验事实的知

识，知晓它的必要性我们已有提及，现在来说知

晓教育哲学的必要性。教育哲学应当是对教育哲

思的结果，应是对教育理论的再推敲，再论理。

从知识形态上看，它属于上层了，第三层了。

有些勤于思考、热爱教育的教师，很可能自

发地走到教育哲学。通俗地说，教育哲学既是教

育智慧的产物，又是能启迪教育智慧的知识。这

两方面同时说明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具有了

一定教育智慧而自发地走向教育哲学，另一种是

通过自觉地学习教育哲学而进一步拥有教育智慧。

这足以说明自觉学习教育哲学的必要性。

再从教育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看看。先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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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说有关的历史。哲学在两三千年的古中

国和古希腊就有了；教育学被认为是以夸美纽斯

的 《大教学论》的诞生为标志产生的，那是１６３２
年。如果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学加哲学的话，那应

当在１６３２年以后不久就有了教育哲学。但教育哲
学的出现是以德国人逻逊克兰兹的著作为诞生标

志的，此时已是１８４８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只
有一点哲学知识，又有一点教育学知识，不等于

有了教育哲学知识，教育哲学实乃专门的学问。

教育哲学不是两个东西加出来的。历史如此告诉

我们，逻辑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这可以从教育哲学的基本内容去看。简单地

说，教育哲学回答的问题是 “教育是什么”，这是

较之 “什么是教育”的问题更深刻更难回答的。

而要回答这个较难的问题，就还必须回答：人为

什么可以教？人为什么需要教？人应如何教？人

应教些什么？这些问题又都与 “人是什么”这一

更根本的问题有关。教育学所回答的主要是 “什

么是教育”的问题，直接回答 “教育是什么”、

“人是什么”并非教育学的任务。因此，教育哲学

告诉了我们更根本的问题，可以让我们从根底上

去认识教育、对待教育，有更高的教育自觉性，

自觉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教育哲学在我国的出现，晚于逻逊克兰兹的

著作大约六七十年，即到了２０世纪初。从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直到８０年代初教育哲学的命运可想而知。
到了８０年代初，以黄济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先行者
开始复兴我国的教育哲学，并且，在不少的大学

有关专业里，教育哲学成为必修课。道理很简单，

从事教育的人必须弄明白 “教育是什么”， “人是

什么”，因而，必须学习教育哲学。

如果教育哲学只是停留在本体论、本质论、

认识论等一般的哲学论题上而未围绕着人而展开，

那是远远不够的。石中英教授的 《教育哲学导论》

是很值得一读的，该著作深切关注到了人生与教

育的关系，人生与自由、民主的关系等。

当然，我亦可冒昧地指出我本人于２００６年出
版的 《教育哲学》一书。这本书就从 “教育是什

么”出发而论及了 “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回

答了教育的根本问题，由此也从根本上回答了

“人是什么”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难以有终极

答案的问题。我的回答决不抱有终极的企望，却

是在这个探讨的路途上走着。

人在教育的路上走着，走着，并且深情地走着，

教育哲学也会向你招手的；如果持续地反复地琢磨，

智慧的火花就可能迸发出来，而这种可以称之为教

育智慧的东西，凝结下来就是教育哲学。

或许三年五年，甚至七年八年的时间尚未跟

教育哲学行过见面礼，可能还勉强说得过去；若

是从事教学十多二十年还未见面，那无论如何是

一件遗憾的事了。

四川有位高中教师在念过我的 《教育哲学》

之后，曾在网上发文感叹道，他终于明白教育是

什么了，终于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也终于明白

自己该如何进一步努力了。我本人不上网，是我

的一位博士生知晓后告诉我的，并且她还与这位

高中教师做了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在古希腊的时候，哲学、智慧、神话，是三

位一体的东西。古希腊人贡献于人类的，我认为

最宝贵的就是系统的哲学理论，有完整文本的哲

学理论。而这就是贡献智慧，贡献了可以让后来

人更智慧的学说。这又正是希腊神话中最珍贵的

部分。有人说他人是 “言必称希腊”，我觉得不必

回避。现在世界上一些高水平的大学里，依然把

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一类著作以及古希腊

哲学，引入必修科目。正正式式地把 “言必称希

腊”变成了自觉的教学行为。

我们的老庄孔孟哲学也是极为宝贵的文化遗

产，也需要继承，需要弘扬，以发展我们今天的

哲学。但这与研习古希腊哲学是相互有积极影响

的。恩格斯就曾告诫后来的人要学习以往的哲学，

他尤其指出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及

他的祖国诞生的天才大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

德国的全面繁荣与此有关。

古希腊为何繁荣？１７世纪、１８世纪的英法为
何繁荣？１９世纪前原本十分落后的德国在进入１９
世纪后为何特别繁荣并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

体了？２０世纪的美国为何全面繁荣且成了２０世纪
的第一大经济体？哲学，起了决定性作用。

哲学与智慧同在，智慧与哲学同在，因而与

全面繁荣和进步同在，这就是历史事实中存在的

内在逻辑。

我们把话题拉得很宽了，为的是更好地说明

我的这一建议的缘由。同时，也表明我自己的深

切盼望，盼望教师们具有教育智慧，盼望我们学

校更充满智慧，盼望我们民族因智慧和哲学而更

富有创造活力，走向全面繁荣，走向复兴。

当然，我本人亦深受哲学之恩惠，感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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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教育事业，感谢这个时代。

学生是什么？这就涉及教育哲学，这是教育

哲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子课题。

有一个回答： “学生是人。”商店里的顾客不

是人吗？隔壁邻居住着的不也是人吗？养老院里

的不也是可尊敬的长者吗？那律师、经理、老总

不都是人吗？看来，只说 “学生是人”并没有把

“学生是什么”说清楚。其实，把 “学生是什么”

真要说清楚，亦并非易事。有多少人思考过？多

少教师、多少校长、多少教育局长思考过？

反过来再问，如果不思考我们就能明白吗？

学生不就是学生吗？明白了 “教育是什么”不就

明白了 “学生是什么”吗？可是，究竟怎样才能

弄明白 “学生是什么”呢？当面对 “人是什么”

的问题，总不能回答说 “人就是人”吧？这样，

几乎所有的类似问题都不必思考了，甲就是甲，

乙就是乙。可是，人们会满足这样的回答吗？

说到这里，我很快想起，自己确曾写过一篇论

文，题目正是 《教育就是教育》。这个看似毫无意

义的题目，倒是引起了不少关注，但这是基于一个

特殊的背景。在很长的时间里，有的将教育说成是

上层建筑，有时又说成是生产力，还说成是经济、

政治的产物。针对这些流行的说法，我才以 《教育

就是教育》为题写了论文，教育是它自己而不应说

成是别的东西。我想这也是一种正本清源。

坚持从事物本身来说明事物，这是以斯宾诺

莎为代表的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但是，功夫正在

“说明”上，要把事物的独特之处说出来，说明

白，还说深刻一些，这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

对于 “学生是什么”这样重要的问题，既不容易

说明白，又是必须去弄明白的，而且需要弄得特

别明白。学生作为人，就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学

生有何特别不同之处呢？

学生的独特正在一个 “学”字上。一般人也

学，店主、顾客、商人、官员等不都在学吗？然

而，学生之学很不一样，他们以学为主要任务，

专门学；同时，他们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他

们系统地有计划地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学习尽可能

多的知识，并增长智慧；还有，他们之所求在自

身发展，发展成更智慧、更高尚、更高大的人。

这里，就至少是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学生的独

特性。教师都是曾经的学生，然而，做过了学生

的人不一定就明白了学生的特殊性。做了教师，

可以回味一下当年，但是，还需从今天的教师身

份出发，再认识 “学生是什么”。作为教师最基本

的工作对象的学生，也特别值得去理解，甚至是

一种重新理解。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要素是：学生，教师，以及

连接他们的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是一条巨大的纽带，

把教师和学生的心与心、魂与魂连在一起，此中，

不仅有知识文化的交流，还有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

这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最美妙的交往。它的预设性、

计划性，使得师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胜过父子或母

女关系。这也正是教育被称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

原因，也是被称为人间最困难的艺术的缘由。教师

们正做着这种最困难又最壮丽的工作。

或许，学生也应当知晓 “教师是什么”的问

题。但他们天然地会知道教师是教自己读书的人，

给自己知识的人，为自己开阔眼界的人，好的教

师可能还被认为是自己的朋友，良师益友；可以

无话不说、以心换心的朋友。年龄差比较大的还

是忘年之交。如果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

题，就更有利于教师去明白 “学生是什么”的问

题。学生是那样理解的，学生也就是那样的。

很可能，我们需要在 “教育是什么”、 “学生

是什么”、“人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上反复思考

和琢磨。这都可以说是一些哲学问题，其中 “人

是什么”的问题是最富挑战性的，是一个最难回

答又必须去回答的问题，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却

又一直会去追寻答案的问题。纠结在这里，是一

种困惑，更是一种乐趣和义务。

哲学与教育是最难以分割的。尽管在人类活动

的任何一项活动中迟早要 “长”出哲学来的，求知

和深知是一种必然，故而，哲学 “长”出来亦是必

然；然而，教育中 “长”出哲学来是最早的，最自

然的，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同时出现。

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办起学园来的时候 ，

他们同时把哲学带到了学园或教育之中。当孔孟

展开教育活动时，也就把哲学带给了他们的子弟，

带给了教育。古中国、古希腊的历史，还有其他

民族的历史事实都说明了这种紧密关系。

从逻辑上也很容易理解。教育是给人以智慧

的，而哲学正是智慧之学。当然，这是在有了文

字以来的人类历史所必然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

毕竟，教育与哲学都离不开成熟的语言，因而，

这也是文明时代以来的一种必然现象。

教师处在教育的最前线，因而教师也天然地

拥有知晓教育真谛的优越条件。所有教师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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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看谁能较快地利用这一优越条件，较快地明

白教育是什么、学生是什么、人是什么的这类哲

学性的问题，谁能较快地走向教育智慧。

初任教师时，想得可能比较简单，努力把书

教好。至于教育是什么、学生是什么一类的问题，

还来不及思考呢。不过，一辈子从事教育，如果

对这些根本问题不思索，实在是太可惜了，太令

自己遗憾了。并且，还是尽早尽快感悟到的好，

这当然就需要有较好的感悟能力了。

我曾专门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作 《感悟教

育》。这是２００８年出版的，但在此之前的４０多年
我就开始感悟了。只不过，开始时可能主要是对

数学教育的感悟。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才开
始对一般教育有所感悟。对教育是什么的真知、

深知，通常可能是从感知的，由感到至悟到；从

而走向理性，走向深知，走向哲性智慧，使悟到

的东西进一步升华。

感悟教育，就包含了感悟教学，感悟学生，也感

悟教师自己。由感性到悟性是通向哲性的思考道路上

最重要的一段路。在感性、悟性、知性、理性、哲性

的意识活动中，明白自己在怎样走着，我认为这于教

育是必需的。对 “学生是什么”的问题亦然。对于这

一过程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于一个认知活动。

我曾建议，对学生从平等、尊重开始，继而

有了解、理解、关心和爱护。从理念上，更需思

考学生的特点，思考 “教育是什么”、 “学生是什

么”这样的根本问题。

现在可以考虑，为了更实际地了解和思考那

些根本问题，不妨回头想想一些相对比较具体的

问题，比如说，学生本有和应有哪些权益？教师

如何看待和维护这些权益？

在某次开学典礼上，我发言，讲了五分钟不

到。我仅建议同学们观察：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

校？它能给我们什么？它会维护同学们的权益吗？

同学们还可去弄明白：自己本应有哪些权益？自

己可接受什么？可拒绝什么？可提出什么要求？

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这

些？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到哪里去申诉？学生会如

何独立行使并代表学生的利益？

事实上，教师和校长都是为学生而存在的，

学生却不是为教师、校长存在的。这是一种非对

称关系。因而，在权益上也具有非对称性质。

或者，学生是交了学费的，或者，学校是得

到了政府补贴的。学校不只因此而承担有义务，

而且还有教育良知的问题。

在我看来，教师和学校对于维护学生权益，

需在理解的基础上，承担一系列责任。关于学生

权益，下面以罗列的方式叙述一下。

１应享有充分的信息资源；
２应享有优质的教育指导；
３学生有自由思考、自由询问的权利；
４更一般，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健康、全面、

个性地发展；

５他们有受到平等、尊重对待的权利；
６学生有想对的权利，也有想错了而不受歧

视的权利；

７学生有权拒绝任何的歧视和体罚；
８学生应有充分的知情权、质询权；
９学生应拥有顺畅的申诉渠道，以维护自己

的权利；

１０学生有权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１１学生对所学知识，有自己一定的选择权；
１２在一般发展上更有自己的选择权；
……

当然，学生也有自己的义务。

１有义务好好读书；２有义务孝敬父母；３
有义务尊敬教师；４有义务友爱同学……

教师与学生在权益上是非对称的，在教与学的

活动上也非对称。教是为着学，学并非为了教。教

的根本在于引导学生自学，或者说，教是为了不教。

但是，“学是为了不学”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

生活中有许多非对称现象。例如，可不吃鱼

肉，但不能不吃蔬菜；人可以不吃油，但不能不

吃盐；电脑可用可不用，可多用也可少用，但人

脑必须用，且要多用……教育当然要注意自己的

非对称性。

还是来说教育，历史也证明这一点，最初的大

学，博洛尼亚大学是 “学生的大学”，学生办起来

的，学生聘请老师，给教师发工资。这种 “学生的

大学”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历史，足见其生命力。其

后才有了 “教师的大学”。从来没有 “校长的大

学”，尤其在欧洲，校长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

对于 “学生的大学”，学生的权益不是问题，

他们本就是出发点。只是，有些地方可能不知道

或忘记了历史。然而，这个历史就能提示我们

“教育是什么”、“学生是什么”。

（责任编辑：赵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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