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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识论影响到个体知识的建构并对知识获得过程有明显调节作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概念和基本

内容，实例强调了认识论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明确了认识论对现代大学生教育的必要性。分析讨论了应

用认识论的三种教学方式：任务驱动型、参观教学型、自主学习型。研究表明，应用认识论的教学，可有

效提高大学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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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教学更加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要求教育者要以增进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思维能力为

教学前提，和人类持续的科技探索活动相比，教学活动的

时间是有限的。考虑到实践出真知，使学生穿越到科学规

律和定理的发明、发现、完善过程，领略教材与现场（现

实）的差异与联系，是学以致用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培

养实用型人才的必经之路。 

1  认识论及其发展 

认识论亦即个体的知识观，指个体对知识和知识获得

所持有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在个体知识建构和知识获得

过程的调节和影响作用，长久以来一直是哲学研究的核心

问题。 
先秦时期，墨子提出了“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

若明”，意即人们都具备所以知的认识能力，因此能够产

生认识，如同人有眼睛能够看见景象一样；荀子提出“凡

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指就人的本性而

言，是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就客观事物的道理说，是可

以被认识的；韩非子认为“循明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

言辞”，就是通过遵循名实相符的原则来判定是非，根据

检验的结果来审查言论是否正确；王充提出“事实明于有

效、论莫定于有证”，意为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

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凡是符合事实的，就是正确的，

否则就是错误的。 
在欧洲，弗•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人

在自然面前是否有力量取决于人有没有认识自然，获取关

于大自然的相关知识；以洛克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应该唯物

主义经验论提出了“人生下来的时候心灵就是一块白板”，

“凡在理性中的，无不现在感性中”的原则；近代欧洲大

陆唯理论的哲学家提出了只有理性才能把握世界的实体，

认识的真理性只有在理性中才能达到等；康德提出“整个

认识的发展过程，都是主体能动的综合认识材料，将其提

升到更高的阶段”；在黑格尔哲学中，认为思维为了实现

自己的目的，创造出符合自身要求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将辩证法引入认识论，强调认识是在实践

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科学地说明了认识发展的

辩证过程。 

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包含三个方面主要内容：实践、认

识、真理。其关系为：认识产生于实践中，随实践而发展，

认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践；认识的发展历程是一

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通过理性认识能动的改造客

观世界的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通常需要经过实践与认

识，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多次往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可概

述为以下四句话 
2.1  认识只能来自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唯一

来源 
首先，认识是根据实践需求所产生的。毛主席说过：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其次，认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实践为认识提供了

可能，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是客体本身不会主动

的反映到人脑海中，只有客体成为实践活动的对象，才能

成为认识的对象。《战争与和平》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

泰的长篇巨著，书中的战争场景非常生动形象，正是作者

实地考察的结果。 
2.2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人类认识发展史显示，认识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实

践，正是由于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才推动了认识由

浅入深、由片面向全面的完善。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

按照人如何学会和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例如，17 世纪，

生产活动基本限于手工操作，只有简单的人力、畜力、水

力或风力驱动的机械。后来，纺织业、采矿业开始发展起

来，越来越多的机器使用于机器生产中。在此基础上，逐

渐发展了有关动力测量及机械运动传递的学说，初步形成

了运动守恒的概念。18 世纪，有了温度和热量的概念，

计温学和量热学也逐步建立了起来。近数十年，工农业和

军事发展的需要，产生并推动了高能物理、控制论、信息

论、系统论、遗传工程学、现代材料学等学科的发展。 
2.3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实践既是认识的基础，也是认识的归宿，原因在于人

们认识世界的主要目标是获益于世界、并尝试改造世界。

例如，第谷长期精确的观测，经过开普勒分析产生了行星

运行三大定理，再经过牛顿提炼出万有引力定理，再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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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指导人类飞出地球、

飞出太阳系，认识宇宙。 
2.4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 
认识是否正确，正确的程度如何，只能依靠实践来检

验。一般情况下，凡是在实践中能够被证实，达到预期成

果的认识就是正确的；否则，就证明认识同客观世界的规

律性是不相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的。例如，著名的比萨斜

塔实验，在伽利略之前，由于人们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

普遍认为重的物体先落地，而伽利略通过实践，将两个不

等质量的铁球从比萨斜塔扔下，结果是同时落地。 

3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用于教学活动 

认识论的导入，可以改变传统的以老师为主的教学模

式，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应用认识论的教学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3.1  任务驱动型 
主要是指教师给学生布置一项任务后，学生通过自主

查阅资料，对知识进行整理，通过小组或个人的形式进行

讲解讨论，最后由老师进行点评。要求教师任务布置到位，

学生之间积极交流，方能达到共同学习之目的。该教学法

可以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出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探索精神及合作意识。 
廖扬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认识论的实践教学后，学

生的数学建模成绩有了很明显的提高。曹晓明等人研究发

现，虽然有教师讲授画面更容易获得学习者的关注，但是

就学习效果而言，却是实践型慕课的学习者效果更好。 
3.2  参观教学型 
教师可组织或指导学生到工厂或车间进行实地观察、

调查、研究和学习，参观教学法一般由校外实训教师指导

和讲解。参观性教学最忌走过场，在参观教学中对正常状

态的把控和维持，和对意外的防范、异常状态的回避或利

用需要充分准备。要求学生紧扣参观内容，收集资料、质

疑并回答质疑、做好记录，整理成书面（参观）报告，使

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知识。 
3.3  自主学习型 
自主学习能力是个体终生发展的需要，要求尽量减少

教师在教学中作“演员”的比重，加强老师的“编剧”功

能。如对实验课，可以让学生从实验原理、实验过程、实

验步骤到实验结果自行设计，不必拘泥于课本上的步骤，

但指导教师应该关注实验过程中的安全性，并随时预警和

纠正学生在实验设计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4  结语 

目前，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

的差距，而大学生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后备军，责任重大。

为此，大学生务必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

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实践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养成终

身学习的优秀习惯，为将来的国家科技进步、现代化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应

用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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