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哲学究竟有何用？这是学习与研究教育哲学

不能回避的问题。对此，学界阐述不一。本文认为，教育

哲学的基本功用有三：引导教育方向，启迪教育智慧，

提升教育境界。

一、引导教育方向

教育方向问题就是教育的旗帜问题，方向比知识

重要，比能力重要，比手段重要。如果方向错了，那么前

进就是更大的倒退。如果方向错了，“教育资本”投入的

愈多，那么南辕北辙的效应就愈大，受教育者受到的损

失也就愈大，带给社会的危害就愈是可怕。天地之间，

人是第一宝贵的生灵，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教育要

发展，就离不开人们对它的理解、认可和支持，不为公

众 （这里的公众是指一切与教育要素有关的芸芸众生

的集合体）所理解的教育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前途。因

此，教育哲学的第一大功用就是指点教育应有的方向，

让人们明确教育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向着哪

个方向努力以及为此力所能及地做什么。

教育哲学源于教育现实，高于教育现实，但决不能

脱离教育现实。它就像天上飞的风筝，可以飞得很高，

也可以飞得叫人看不见，但一定要有一根“绳子”叫人

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让人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真

实存在”。如果没有这根绳子，让教育的公众看不见、摸

不着、抓不住，不管你飞得有多高、有多远，在他们看

来，那都是绣花枕头、镜花水月，不但不受待见、面目可

憎，而且虚妄空幻，是十足的“屠龙之术”———“朱 漫

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

巧”〔1〕。所以，教育哲学归根结底必须牢牢记住四个字：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把别人感化成了本家人，他

愿意与你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荣辱与共。教育哲

学要有本事让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爱心人士、普

通老百姓等所有与教育有关联的人都知道教育的价

值，让大家都能切身地感受到自己可以从中“获得真实

的利益”，总能清清楚楚地准确反映公众在教育方面的

愿望，总会给所有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提供思考和参与

指导教育的机会。教育哲学要能够在公众中赢得最为

广泛的统一战线，得到人们最为广泛的支持，而不仅仅

是局限于教育家和哲学家。

教育哲学的重要职责就是按照教育发展的规律研

究教育原理之上的“大原理”，在一切教育要素中抓住

最本质、最核心的“原动天”性质的理念，进行充满人文

情怀的解读。所谓人文情怀，就是自始至终牢牢抓住

“以人为教育的第一要素”这个最高准则，把握住教育

的主旨，结合教育实际对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其他一

切与教育有关的关联者等诸多教育要素进行充满人情

味的关怀、理解和尊重，让大家都知道各自努力的方

向，让大家都明白自己在教育这个大舞台上应该恰当

地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广阔的地平线引导心灵产生整体思想，受限制的

地平线使人产生局部观念。”〔2〕教育哲学要有这个能

力，让教育者在对教育难题和带有争议性的理论进行

探讨和反思的过程中，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自由思考，

在更为广袤的时空里开阔视野、砺炼修为、提升内涵。

教育哲学应有的功用

■刘文霞，徐海生

摘 要：教育哲学有三大基本功用：引导教育方向，启迪教育智慧，提升教育境界。方向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智慧是教育的伟大灵魂，境界是教育的美好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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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总能帮助教育者拿出富有成效的行动方案，

而不是被教育政策制定者牵着鼻子走，整天忙得团团

转、效果却不明显。教育哲学要让教育者时刻明白这样

一个道理：“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

教人发现真理。”〔3〕让教育者深刻领会其中的精髓，在

教育实践中跨越“经师”与“人师”之间的分水岭，不再

充当教育的机械操作工或者奴仆，而是把政策与实践

结合起来，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人。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教育

哲学要有这样的功用，那就是唤醒民众对教育更高层

次的觉悟，让民众心中沉睡的力量彻底觉醒，让一切与

教育有关联的人们，包括最为平凡而又普通的老百姓，

都能够找到自己为教育贡献“绵薄之力”的奋斗方向和

人生的价值，“把人的地位从退隐状态提升到突显状

态，从背景地位提升到主体地位”〔5〕，让“以人为本”的

自由之花在教育的春天里彻底地纵情绽放。

二、启迪教育智慧

教育哲学是启迪人类教育智慧的学问。“教育智慧

是教育理智（包括明智）与科学教育意识、教育能力与

教育艺术的统一，作为教育理智与科学教育意识的统

一，它是教育主体以人类已有的教育经验和知识为前

提，以科学的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为坐标，通过对已有

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审视、反思和辨析，经过归纳与

演绎、分析与综合、概括与抽象，提升、凝炼而成的科学

教育理念。”〔6〕它承担着启迪人类教育智慧的功能。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范畴中是永恒的主体，

很多时候，教育者的起跑线决定了被教育者的起跑线，

教育者的高度决定了被教育者的高度。不懂教育哲学

的教育者顶多是个教书匠，很难不产生教育迷惘和职

业困惑———当教育者自身茫茫然而无所适从、无法找

回自我时，受教育者除了扮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

角色之外，往往别无选择。正如著名教育哲学家乔治·

奈勒所言：“哲学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

他的理智。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以

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教师通过哲理的思

考，致力于系统地解决人们已经认识清楚并提炼出来

的各种重大问题。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

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

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

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7〕教育哲学的第二

大功用就是启迪教育的大智慧，有了这种智慧，教育者

就会茅塞顿开、醍醐灌顶。有了这种智慧，教育者会像

苏霍姆林斯基、杜威、孙维刚那样，把每一节课都变成

了艺术再创的殿堂，把各种教育的要素进行最佳的排

列组合，赢得最佳的教育效果。这种最佳排列组合的学

问和能力就是教育哲学的精髓，就是理念层次指导下

的高超的教育智慧。我们今天的教育哲学呼唤的正是

这种能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大智慧。

“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这是被大量事实

和历史经验证明了的道理，教育哲学亦是如此。教育哲

学的理论能够指导教育实践，不但能为教育实践提供

强劲动力、配备强大引擎，而且能够化理论为行动，为

教育不断注入新的生产力。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能够

切实用来指导教育实践的教育哲学才是时代呼唤的教

育哲学。如果说“教育是哲学的试验田”，那么，教育哲

学就应该是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从古至今，世界上最

杰出的教育都是干出来的，不干，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

的发展。教育哲学如果脱离了教育实践而谈玄说妙、堆

砌词藻，如果不能化作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

的利益，只是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雄辩、书本纸上喋喋

不休的 嗦，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终将被

历史所淘汰。

教育哲学的价值向来为人们所争议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它太玄、太虚、不实在。石中英先生曾经颇为中

肯地对此有过这样精彩的论述：“毕竟，人类是最经济

的动物，谁也不会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浪费自己的时

间和精力。价值指引着人们的学术活动。如果一种学术

活动没有价值或没有实现其价值，那么它存在的合法

性就值得质疑。”〔8〕所以，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这是教

育哲学应对价值危机的一个重要出路。教育哲学要赢

得人们的肯定和尊重，就必须实实在在地为教育实践

说得上话、帮得上忙、做得出成绩。这就要求广大教育

哲学理论工作者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

风。从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来看，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

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的深刻

变化，它们在给我国的社会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

也必然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正是考验教育哲学“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关

键时刻，正是广大教育哲学理论工作者在攻坚克难上

狠下功夫，为教育事业保驾护航、开创新局面的大好时

机。教育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增强其应有的教育责任

感和紧迫感，摒弃急功近利思想，克服浮躁情绪，把心

思用在干事业上，为教育实践奉献出实实在在的教育

智慧来。



三、提升教育境界

“教育”与“哲学”的联姻创建了教育智慧的最好理

论阐述、最高术语典范：“教育哲学”。它是一切教育的

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无限逼近的时代精华。它是一门

研究“我是谁”、“为谁学”、“学什么”、“怎么学”等具有

内在统一性、充满人文情怀解读意义的宏大“人学”，是

引导人们的心灵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旅程中挣

脱思想束缚、自由思考的智慧之学。在这里，教育哲学

中的“哲学”二字决不是哲学字典里的哲学本身，它只

是一种术语，是一种借代，一种内敛和外延伸缩性极大

的“范式”语言。打个比方，有人称康德为哲学史上的

“哥白尼”、卢梭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法拉第为电磁

力学上的“哥白尼”、爱因斯坦为理论物理上的“哥白

尼”、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海姆和诺沃肖洛

夫师徒为材料科学上的“哥白尼”……所有这些“哥白

尼”统统都是数学意义上的“相似”，而不是“全等”。人

们不会因为他们被称为“哥白尼”就把他们都当做哥白

尼本身，拿着纯粹天文学意义上的哥白尼套路来束缚

他们各自的研究框架。在这里要的是一种同等意义上

的价值平等，一种众所周知的精神实质认可，一种“借

砖引玉”的思维转换。因此，教育哲学不可能是哲学的

婢女，也不能活在哲学的阴影下，恰恰相反，教育哲学

与物理哲学、化学哲学、天文哲学等一切学科哲学一

样，有着自己无可替代的“独立人格”，是哲学的同道中

人，二者在理论品格上毫无争议地拥有各自绝对平等

的“人权”，大家都是平等的。教育哲学决不会因为有

“哲学”二字就变成了哲学的傀儡，更不会拿哲学的尺

子来丈量自己的尺寸，按照哲学的鞋子来让自己削足

适履。它应该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来发展自己，应该拥

有自身独具魅力的特色和自己的学科“个性”。

没有自身“个性”的学科，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

立学科，只能是“相似”强势学科的附庸。同样，教育哲

学如果不立足于自身学科实践自力更生，只是一味地

依靠哲学的外援，依附于哲学的体系，动辄以哲学的概

念来演绎教育的问题，那它就永远没有成熟的时候。教

育哲学要敢于突破一切条条框框，要深刻理解“天变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道理，要有自己的理

论勇气和理论气魄。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向前发展的

“产婆术”，它本身并不“生孩子”，主要起到预言、保健、

催生和顺产等“首席顾问”的作用。它主要扮演理论先

行者的角色，为教育开辟“新天地”、创设“元教育”因

子，不断地创新、创新、再创新，无时无刻不在推动着

“元教育理论”的历史巨轮再上新台阶。打个比方，在自

然科学领域里 20 世纪之前“不存在”相对论、量子力学

和混沌理论，但是这三大理论一经发现，立即就在人类

历史上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相对论消除了关于绝对

空间和时间的幻想；量子力学消除了关于可控测量过

程的牛顿式的梦；而混沌则消除了拉普拉斯关于决定

论式可预测的幻想。”教育哲学就是引导人们在“教育

科学领域”里不断发现教育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和

“混沌理论”等相关理论的理论，推动着教育的学科建

设从第一宇宙速度到第二宇宙速度，从第二宇宙速度

到第三宇宙速度，从第三宇宙速度到第四宇宙速度

……在这每一次向上的大跨越中永无止境地提升着教

育的大境界。而且，在每一次的提升中都像爱因斯坦当

年提出的质能方程式（E＝mc2）一样总能带来强大的现

实意义，让搞实验物理学的科学家根据它的指引制造

出各种各样的核武器，发展各种各样的核事业，可以将

它应用到军事上，也可以应用到民用上，带来的总是链

条式的爆炸反应。教育理论提升后带来的效果应该也

是这样的。

教育哲学就是运用哲学的思维但又不拘泥于哲学

的思维，把教育的问题提升到具有哲学意境的高度，对

已有教育理论进行批判、重构、发展和致用，不断推陈

出新的学问。打个比方，谈到中国古代文学，你不能翻

来覆去总是说我们的先秦散文如何如何，我们的两汉

辞赋如何如何，你得讲中国古代文学是如何不断向前

发展的，除了先秦散文、两汉辞赋之外，我们的祖宗又

开辟了怎样的“新文学”领域，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等。教育哲学也是如此，不能总是跟在哲学的身后

亦步亦趋地进行概念演绎，呆板僵硬地搞一些哲学的

“舶来品”做门面、搞装饰，弄得水土不服、两张皮。教育

哲学不在于吃得有多撑，而在于消化得有多棒，诞生了

多少新生力量，实现了自身多大的跨越。当年，鲁迅先

生笔下的孔乙己因为一个茴香豆的茴字引发出“回字

有四样写法”的公案，向来被人们“誉为”没落学究酸腐

研究的典型例证。回字哪怕有四千种写法也终究不过

是一个回头是岸的“回”字而已，今天我们搞教育哲学

研究应该避免再有这种毫无限度搞重复建设的迂腐之

举。

科学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9〕，教育哲学应该是教育实

践的“先知先觉”，在批判和扬弃中站在高端，雄视千

古；教育哲学应该是教育理论的精神领袖，在开拓和创

新中继往开来，烛照四方。教育哲学应该站在理念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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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密切联系教育实践，让教育者能够“以近知远，以今

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

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

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10〕，拥有深刻的洞

察力，能够达到“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

春秋，行以秋冬”〔11〕，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化无形

为有形，变有界为无疆。教育哲学要向着这种王者“剑

道”的方向发展，达到“庖丁解牛”、进退自如的意境，让

教育的天地早日成为“烟火人间、太平美满”的理想家

园。这应该成为教育哲学的伟大使命。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

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12〕教育哲学就是把情感和

思想表达得恰到好处、让品格和操守回归到纯真朴实

的学问，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学问，就是“四两

拨千斤”为教育理论提升到教育大境界的学问。境界一

词，“孕于《周易》，明于老庄，定于郑玄，醇于达摩，成于

王国维”〔13〕，王国维曾经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以

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4〕教育

哲学应该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名句，这样的高格，这样的

境界。

教育哲学是教育时代精神的精华，教育实践是它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脱离教育实际生活的教育哲学不

能称之为真正的教育哲学。教育哲学要面向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帮助那些追寻理想教育的教育

者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哲学，形成带有个人鲜明特色

的教育理念，让他们在这种理念的光辉下开辟出一条

具有自我统一性和社会统一性的教育之路，在润物无

声中自然而然地引导受教育者踏上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但又浑然天成的求学旅程，进而培养出顺应人的本性

及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学生：“不管我的学生将来想要

在军队、或教堂、或法庭里供职,这对我无多大关系。

……当他离开我时，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将是一个官

吏，一个军人，或者一个牧师，他将是一个人。凡一切适

宜于人的，他会敏捷地学起来，而且不比别人差。”〔15〕

这即是教育追求的境界，也是教育哲学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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