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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或规律性的一种间接、概

括的反映。[1]在人类文明演化早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科学
各分支尚未形成，思维在那个时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笼统的哲学
意想，当这些学科知识从哲学母腹中产生出来之后，便形成了
建立在世界各种现象抽象体验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而这些知识体
系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化，做着各种自更新的具体实践，并
在这种实践主体自身的思维方式中形成了逻辑严密、结构严谨并
能自圆其说的现代科学思维。

1  不确定性思维特征的价值意义：对传统思维方式的
超越

传统思维方式是根源于逻辑自洽的符号概念系统，主要适用
于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更加注重理性思辨，具
有客观性、排他性，将以客观形式而呈现出来的绝对存在的外
部世界予以抽象分析，所形成的符号逻辑系统可以在局部或整体
意义上解释外部世界的各类复杂现象，但与此同时人的主体性被
异化和遮蔽了。

不确定性是量子物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以物理学体系为代表
的自然科学符号逻辑系统在对宏观物体和微观物质的运动基本规
律、物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等做了诸多清晰的阐述。类似于库
恩对以实证研究等范式革命的深刻阐述，即认为当旧的范式被替
代时，在这个范式下所获得的常规科学也要一起被放弃，主要理
由是范式的不可通约性。

2  受教育者育人工作短板的主要表征：匮乏主体生命价
值的主动审视

如前所述，受教育者自身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层面既
在受到严格地逻辑机械化训练的获益之同时，其实也受到了一定
的折损，即思维的灵动性，感悟性，生命的主体性的不同程度地
匮乏。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
言、科技、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法
律、教育、外交、军事、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2]因此，从
对群体（个体）实践层面的育人工作落实环节中的各个具体层面
来看，均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过于看重对量化、实证等方法的运用，实际上，对实证
方法本身的崇拜已表现出方法论上的偏颇；任何研究的价值从来
不纯粹由研究方法决定。只要是实事求是反应现象本身并能够提
出合理的解决方案，都是可行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摘阳
明心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修己治人之
实学”是顾炎武所提倡的“实学”，包括两个方面：“修己”与“治
人”。在这里，处处可以看得到人，看得到对人的主观感受的牵挂
与关切。

（2）受教育者对与其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申请环节聚焦
度较高，但在日常能主动提升自身与申请利益相匹配的综合素养
之提升意识偏弱，执行环节机械僵化；应将增强自身综合素养与
自身利益诉求的匹配度作为提升适应性的基本遵循。学生的自我、
社会认知直接影响到学生在大学接受教育时的学习兴趣、学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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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学习态度；同样，也会影响到其对各类预期利益诉求相关
的政策落实情况的理解和自我接纳。

（3）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的个体层面的信息知晓率偏
低；由个体（群体）人文素养结构性缺失知识面较窄、语言表达
能力匮乏等原因导致沟通渠道不畅；甚至部分个体需要进行必要
的心理干预（或治疗）等。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语言是人类大
脑中固有的心智模块。这一结论是史蒂芬·平克在乔姆斯基的基
础上，调动了语言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遗传学、人工
智能等众多学科的重要成果，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乔姆斯基的
普遍语法、奎因的“归纳法的耻辱”、福多尔的心智模块等统统纳
入进来，从而得出的。

3  图书馆空间中提升受教育者育人工作实效性的具体路径
基于对思维方式种种特征的分析，要提升图书馆空间中育人

工作的实效性，应从客观看待思维本身、管理者与受教育者的
自身素养提升等维度提出必要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3.1 正视个体交往世界的复杂性特征，加强沟通技巧，提
升沟通实效

世界虽然是统一的，但世界本身是复杂的、混沌的，是多
维的，也是变化不断的，因此看待世界的视角就有多种可能，现
实的个体交往世界是复杂的、主观的、非线性的，这一根本属性
既存在于个体自身，又存在于个体交往的现实场域之中；因此，图
书馆空间中的主客双方都应更加正视和合理利用一定的沟通渠道，
应更加讲究沟通技巧；不必过于苛求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形成现象
的原因，应更多地予以其必要的信赖。

3.2加强人文精神培育，提升学生个体综合素养
古语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传统

士人莫不以修齐治平为平生最大使命；儒家指出，仁是人的存在
的本质属性的规定，“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既
是指人之所以为人应具有的仁爱道德，又是社会运行发展所应实
施的仁政德治人道。作为高校管理工作者，理应有责任、有担当、
有义务承担对于这一问题的审问，不断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对学
生良好道德素养和全面文化素质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对确定性的寻求之基础

上，聚焦于建立一套逻辑自洽的符号概念系统，适用于对各类数
据运行分析、综合归纳，时代发展到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际
情况，要高度重视对不确定性的研究，认真辨析学生受众之个人
在事务工作中所承担之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边界，更好地完善身心，
着力构建基于图书馆空间自身的“育人机制研究”，实现从“授人
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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