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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认识论解读

郝艺卓 1  孟鸿瑞 1  崔俊健 *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山东烟台  264670

[ 摘  要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悄然来袭，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学习造成巨大影响。硝烟未尽，痛定思痛，新冠肺炎疫情在肆虐杀戮波

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训。而本文将通过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举例论述面对此次疫情，个人理性

认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两方面所带来的不同的判断及其影响，去得到一些相关的结论，并通过相关论断去得到一些我们深刻思

考与反思。

[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人的价值

2020 年，注定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度过了一个长达

数月的“史上最长假期”；这一年，我们见证了闻所未闻的高考 “延

期改革”；这一年，我们经历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空中课堂”学习；

这一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令人始料不及。

弃“情”求“理”

审慎此次疫情，或有痛恨之心，或有惋惜之情，千丝万绪涌上

心头，一时不知从何提起。面对如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疫情扩散，

我们恐慌，我们惧怕，我们变得迷茫无助，不知所措。殊不知，上

述种种心理，皆是我们对新冠疫情感性认知的结果。手机屏幕上日

日增长的确诊数字，微信群中一条条经不起推敲的传闻谣言，电视

报道中医院现场的手忙脚乱……似乎大家的关注点从来都只停留于

事物的表面，一旦深入探讨，便一脸茫然，即我们只看到新冠疫情

的巨大威力，却从未深究其产生之原因，爆发之影响，之治理。这

是现代社会的通病，我们无从批判，但据此，的确让我深刻认识到

理性认知的重要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感性认识仅仅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

感觉器官从而在大脑中产生的反映形式，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而理

性认识则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认识对象，是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深刻

认识，是认识过程的重要阶段。而理论大都在现实之中诞生，未来

所发生之事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曾经的影子。如果将感性认识与理

性认识代入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式当中，那么就会有几个人，

几件事因其带有的独特的含义而为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曾表述过这样一段话，人的认识过程是一

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在此次疫情中我们不难发现，

从疫情的初露端倪、渐成规模到集中爆发总是呈现渐进的发展趋势，

从而人们对其的认识也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

不可置否，在疫情初始，相关信息总是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规模或特

定的专业人员当中。在了解了这些基本原理后，我们会对接下来所

讲述的事例有更深的理解以及全新的认识，当然，也会更加清楚地

认识到理性认知的重要意义。

以武汉疫情发展过程为例，2020 年 1 月，武汉警方对在各自微

信群发布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 7 例 SARS”或有类似表达信息

的 8 位医生予以训诫，依据为武汉此次出现的肺炎不是非典 SARS，

因而其行为属于制造传播谣言。然而经进一步查证，我们了解到，

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与先前的 SARS 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相似

度极高，但比 SARS 更具传染性。因此，从事后的角度考虑，8 位医

生的行为不仅不能被认为是制造传播谣言的违法行为，反而应当被

视作忧国忧民，利国利民的预警行为，不但无过，反而有功。

在此次事件之中，警方的初始行为是以其曾有经验与认知而判

断的，在他们的认知之下，这八位医生的行为更加类似于一种群体

交流之后的造谣，而非提醒人们的先行者。并且因为其可能在曾经

处理的事情中有相似的一些情况，从而影响了其公正客观的判断，

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对该八位医生做出了训诫

警告的处理方式。而当该事件的主体逐渐显露在大众的视野与生活

之中时，感性重归于理性，对待事情的态度也严谨了起来。人们开

始在过往中寻找类似并寻求一些相关的概念，对现有的情况加以判

断予以推理，并最终确定造成本次疫情的病毒毒株与曾经的 SARS 毒

株大部分相似以及其拥有更加严重的治病率的影响。人们开始反思，

反思那八位医生的言辞，虽相关说法并不严谨，但其大方向上所具

有的正确性是不可否认的，从而查明真相之后理性的思考与认识使

得我们对于八位医生的评价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也显露出这

样一个真理——我们坚持理性认知的同时，也要时刻铭记唯有实践

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从生

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辩证途径。从

实践之中得到相关的理论，并且把理论不断的放到实践当中去改正，

从而影响实践。

弃“利”求“情”

“武汉 / 我知道你很痛 / 我痛着你的痛 / 对你的爱从未改变 / 亿

万同胞携手向前拥抱 / 明天明天 / 武汉武汉 / 中国的孩子心手相连

/ 去把那些阴霾驱散 / 用爱将希望点燃”，这样一首《武汉武汉》道

出多少人心中深深掩藏的话语，勾勒出多少人坚守抗疫一线的抽象

轮廓。在这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看似渺小，看

似平凡，看似与这一切毫不相关。但他们依然默默付出，默默担当。

而上述这些，就关联到一个词——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

我们，价值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和客体之

间的意义关系，是客体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

具有的积极意义。如此对照来看，我们不难得知人的价值便是人的

存在与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在前期学习中，我们了解到人的价

值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社会价值主要表现为个

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而自我价值主要表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

和满足。从上述定义当中能够得到，当个人的社会价值得到实现时，

自我价值便会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综上，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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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重是大学生成长进步的关键，要对大学生进行“浸润式引导”。

这样不仅推进了当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而且最重要一点就

是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相结合，既向大学生讲道理

又办了实事。

四、高尚的精神追求

勤勤恳恳教学，踏踏实实做人。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和科研

当中应秉承严谨治学、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敬业奉献的精神追求和治学态度，将这些原则落小、落实、落细，

也就是课前一定要认认真真备课、课中勤勤恳恳教学、课后及时进

行反思及批改作业，平常一定要注重为人师表尤其是在个人仪容仪

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只有真正胸怀远大理想、追求高尚道德的

人才可具备真正的文明，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

想变成科学的马克思如此、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列宁也

如此、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带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

亦如此、古代牧羊的苏武是如此、近代抗倭的戚继光是如此，近代

虎门销烟被贬后造福新疆一方百姓的林则徐是如此，现在向我们传

递着满满的正能量的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郭明义也是如此。所以，

高校思政课教师更当追求高尚境界，争做一个大写的文明“人”。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中国社会也必然不能独

善其身。所以，我们必须用发展变化的理念去看待世界，不能视世

界为宁静孤寂的完美体系，不能视社会为风平浪静的避风港。而大

学校园这个“象牙塔”又连接着社会，只要是处于社会关系当中的

人就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偶尔也会面临一些棘手的困境和不必要的

苛责，一旦我们稍有不慎，把持不住初心、坚守不住立场，可能就

会导致“人格”的感染甚至诱发病变。为此，我们就要在影响和冲

击中增长自身的实力和才干、在困境中历练和成长、苛责中提升自

我的思想境界。与高校思政工作相关的行政干部和思政课教师绝不

能自视甚高和不思进取，要有“风吹雨打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的清醒政治自觉，敢于自我革命、扫灰除尘；要有“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敏锐思想意识，敢于打磨自己，

升华能力。只要高校思政老师永存人格魅力，就有常学常新、魅力

无穷、威力无穷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和思政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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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而人在当今社会的真正存在方式便是成为

社会人，即拥有相关的社会属性，其真正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的责任

和贡献。因此，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述，当我们每个人的基

本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得到满足后，便会渴求

得到尊重需求，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便成为我们人人的必

由之路。从而在个人与社会的双重作用之下去寻求自我实现。

镜头再次转向此次新冠疫情的重度灾区——武汉，我们随处可

见用行动诠释自身价值的“最可爱的人们”。奔赴在一线的护士姐姐；

不断为武汉运输物资的司机叔叔；即使过年也不能回家，依旧站在凛

冽的寒风中守卫人民的民警哥哥……一个个身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

让人们难以忘怀。他们有的，要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用装备将全身

裹紧，即使汗流浃背，即使身心俱疲，即使饥饿难耐也时刻准备着

患者的召唤；有的，要日夜兼程，与自己心爱的妻子告别后，含泪

关上车门，踏上征程；有的，即使害怕，也始终冲在最前面，不顾

风雨，不惧严寒，用自己的身躯为广大人民撑起一片天。因为他们

知道，在灾难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同呼吸共命运，没有谁能够置身

事外，也从来不存在一个人的桃花源；他们知道，如果连他们都怕了，

都退缩了，那么我们的国家便不会再有人挺身而出，这场战争便不

会最终走向胜利。

讲于此，或许你会心存疑惑，远离武汉的我们既无法前往抗疫

一线，也没有所谓的专业知识武装头脑，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实现

自身价值呢？

四天三夜，300 公里骑行返港的 95 后女孩甘如意；主动接送医

护人员的快递小哥汪勇；赶回家乡与父亲并肩作战的北大学子黄羽

佳；无数奔走在社区街道路口的志愿者；以及包括我们大家在内的主

动居家隔离，发誓逼死病毒的宅男宅女……青山一道同云雨，说到

这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在为这场战争贡献

着自己的能量。我们每个人在做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的同时，

我们的个人价值在社会当中也在一点一点地展露，一点一点地实现

与绽放自己的社会价值。

在这场堪称为史诗级别的国家保卫战中，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心

怀祖国，勇担时代大任，不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被世人称赞，更

被世界喝彩。

实践决定认识告诉我们，面对此次疫情，我们应当在感性认识

的基础上加以理性认知，不能仅凭感觉行事，要弃“情”求“理”；

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告诉我们，对待疫情，

我们应当扎根祖国大地，不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不负

党和人民的期待，更不负中华民族的重托，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自

身的价值所在，弃“利”求“情”。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使我丰富自身知识的同时也让

我更加坚信：风雨过后天空将更加蔚蓝，这一场战役，胜利一定是

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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