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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谈我对教育哲学的认识理解 
◆张红林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新乡市  453000） 

 
首先讲到教育哲学我们就不得不谈谈对方法论的理解。从本

质上来说，方法论就是一个或者一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界定分
析问题并且交流沟通解决问题的主观层面上是思考并且最后总
解决问题的关键方法。方法论是使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
本方法。教育哲学通过积极的思考和领悟，可以在一些专业领域
的问题上有一定的领会，从而对各专业名词可以辩证的融会贯
通。 

方法论意味着人们用什么方法来最终解决问题，通俗的说就
是以“怎么办”的心态面对问题并且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方法，它是属于哲学的范畴。在所有的认识论，方法论上，历史
唯物主义是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 

从教育哲学的角度说，方法论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一种符合事
物内部发展规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面对具体事物时候，我们
不可以以片面的孤立的，静止态度来看待问题，也就是以形而上
学的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为世界本就是一个辩证的发
展的具有全面的发展的特点。我们既不能单纯的从事物的表面或
者某一个片面来看问题，也不能把问题教条化，唯心主义化，而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的发展的看待问题，充分发挥事物
的主观能动性，采用一种最适合事物属性的方式来更好地解决问
题。在这方面，我们当代的科学思维方法或者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我除了对方法论有一些研究之外，在终极关怀问题的探索上
也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在哲学上，终极关怀其实就是超越生死的
的一种途径。我们知道，人类有生就必然有死，至少根据我们当
下的社会背景，生死依旧是一对绝对的必然的且相互依存的一种
属性。当然，人是具有智慧的高级生命个体，因此追求生命的无
限性从古至今从未曾停止过，这也是我们智慧灵长类动物的必然
出现现象。这也就构成了我们对生和死的研究，也就是对终极关
怀的研究。在科学技术不足以让我们获得永生时候，那么我们人
类学会了用一种独特的哲学智慧，以化解生和死的在人类心灵的
尖锐对立状态，实现更高的生存目标或者更好地更加科学的生存
状态。 

在终极关怀上，宗教意识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对于人类
生和死的终极关怀上，宗教所做的贡献不得不被人类社会所承
认。宗教对哲学也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宗教返本归原的终极思想。（二）哲学皈依造物
主。（三）宗教善于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宗教通过设定良
好的道德体系，通过对人类对于道德的崇敬之情。来达到特定地
终极价值。譬如说“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对于特定背景下的民
众生死关怀起到了极大地作用。 

以上三点就是宗教对于终极关怀所起的作用。宗教从本体上
来说，可以认为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矛盾的一种安
慰。当然宗教也有消极的一面，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常常有招摇
撞骗等行为，让无数人对宗教早已经不屑一顾。在宗教发展到相
当规模时候也极为容易引起国家冲突。因为宗教有好的一面，也
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
的看待问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宗
教的部分好的思想逐渐为社会所接受。而终极关怀在宗教精神的
滋润下，也会生根发芽。当然，人们想要完全依靠宗教精神来达
到终极关怀也是相当不合理的，在当代社会中，我门比较认可的
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观念。马克思主义认
为人类的发展其实就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
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一
过程中，改善社会风气，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最终可以创造出
更加良好的社会效率。 

宗教问题信仰是否与科学发展观有联系？显然，我们知道，
宗教本质上是来源于人类的主观臆想，是没有丝毫科学依据的。
宗教里有积极的成分，也就有消极的成分。而我们科学发展观显
然也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

产力，促进了社会的经济进步，另一方面，在物质发展的同时，
人民因为在科学发展观中失去了信仰，所以一些浮躁焦虑之风必
然在社会盛行。而宗教信仰的积极成分实际上有助于人民平息内
心的浮躁，让人心道德感更加坚定，并且让人民在充足的物质生
活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宗教其实可以认为是古代抽象哲学的组合
体，宗教所关注的问题从根源上其实和哲学是异曲同工的。当然
宗教毕竟是双面刀，既有利，也有害处。要想不受到宗教害处困
扰，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知识，从而形成更加全
面正常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和哲学本身的本质又是什么？这几个问题也是老师在
上课时候提出来的几个很好的问题。首先我们说，哲学是什么？
科学又是什么？科学可以看作是早期技术和早期逻辑的结晶，我
们思考问题的逻辑方式，也就是方法论结合科学理论在此构成哲
学。从本质上来说，哲学可以看作是科学技术和理论的契合点，
因为科学技术和理论不是绝对的相关联的关系，从近代的发展的
趋势上看，需要科学和理论的协调一致，而他们之间的桥梁就是
哲学。在未来，哲学家将会在科学技术和理论的相同性方面立下
坚定地根基。科学理论能够造福人类，但是往往科学的理论都是
高深莫测的，只有被简化，才能运用于实际生产。科学家的使命
就是研究物质世界的本质原理规律，他们并不是以是否对于人类
有用来作为科学家研究的方向的。而大众往往需要这部门研究的
基础知识，所以科学家和民众中需要一种身份充当中间人，让科
学运用于实际，实际促进科学的发展。而这中间人即非哲学家莫
属。未来的哲学家更多地将会充当科学原理的解释者，将会把科
学理论的原理通过他们自己的主观臆测，就像是科学家通过数学
模型来描述宇宙一样，科学家本身无法将这样做的原理告诉大
众，但是哲学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哲学和科学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类似于鸡生
蛋，蛋生鸡，可以认为科学为哲学提供了原材料，也可以认为哲
学为科学指明了方向，科学让哲学臆想在实际物质生活中得到证
明。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是一种积极地学术共
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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