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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哲学书中的教育智慧 
◆万莎莎 

（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学校  430070） 

 
提起“哲学”二字，我 早接触它是在初中。留给我印象

深的那句有哲理的名句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流”，万事万物都是在运动的，而非我们所看到的很多静止的状
态。就是这样一句话，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场合，让我明白哲学的
神奇之处。哲学很有用，但既难写更难懂，写给儿童看的哲学就
更不用说了。一本好的、适合孩子的“哲学书”应该是个什么样
子呢？我有幸读到了《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一套书。 

《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这套书 初是买来给侄女看的。
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哲学启蒙书。也许大家会
问：哲学，这门成年人都觉得非常深奥的学科，孩子能看得懂吗？
这儿必须要介绍一下本书的两位作者了。作者之一，米歇尔•毕
奇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的哲学讲师，法国国家哲学博士，他的特
点是在课堂上能用 简单 生动的语言讲解深奥的哲学。另一位
作者是碧姬•拉贝，一位儿童作家。她 36 岁那年想用一年的时间
到法国索邦大学完成她的哲学学士课程，但是她发现居然有四分
之三的内容完全听不懂。她认为二十岁听不懂哲学还有情可原，
可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仍然听不懂，这是哲学本身的问题，是哲
学语言和概念把人们阻止在哲学之外。刚好她有一个八岁的女
儿，作为母亲，她发现孩子常常向她提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
都是关于人生的 基本的，也是 富哲学性的问题。于是，她开
始与米歇尔合作撰写这套书。因而这套书一开始是为孩子们写
的，为帮助孩子们思考人生写的。 

当书到手后，我迷上它。我认为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
老师，都应该好好读这套书，因为它能帮助我解答学生提出的很
多问题。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不得不承认她说得
好有道理。 

身为教师，我们都深深地认识到，教育除了传授知识和技能，
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个个心灵健全，精神富足，热爱生活，尊重
他人的人。我们要培育出这样的孩子，让他们健康快乐地走在自
己的人生路上，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这样的人。这套书不仅能解
答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惑，也告诉我们如何智慧地
过生活。 

在“权利与义务”这章中，为了讲述“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权
利和义务所塑造的”这个问题，文章一开始便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力，描述了在无义务星球的一段经历：想去电影院看电影，却每
次都关门；做微型火箭回旅店，被要求半路下去；好不容易回到
酒店，却发现自己的房间被别人占据了...... 这一切的一切，归根
结底仅仅是因为电影院老板不想开业、开火箭的驾驶员想出去
玩、旅店的老板安排了自己的朋友入住......试想，如果在平时的
生活中，我们也遭遇了，是不是相当的郁闷？确实，没有义务的
星球，所有的权利都被 强壮的人享受，而更强壮的人总会出现，
于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次次地被剥夺，权利被力量所替代。我们
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混乱啊！因此，没有义务，也就意味着没有权
利。要想有秩序的生活，就必须遵守自己应该尽有的义务，同时
争取自己的权利。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过马路遇红灯时要停下来，这是我们要
遵守的义务，而绿灯时我们要通过，这是我们享有的权利。若大
家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同时又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那交通状况一
定是良好通畅的！对学生而言，有按时交作业的义务，同时也有
看电视和出去玩耍的权利。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有按时完成工作的
义务，同时也有做很多事情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出
生开始就享有很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更多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都是由法律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到是否闯红
灯，大到参与选举。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会涉及到权利与义
务的范畴，对于我们应享有的权利，我们应积极争取，而对于我
们要该承担的义务，我们也应义不容辞地做到。 

“权利与义务”一章中的每一个小部分都是先通过小小的生
活中的事例来说明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情况，然后将这些事例与权
利与义务这样的哲学概念挂钩，这样的叙述方法就能让孩子很容

易地接受权利与义务的概念，而不是生硬地灌输概念。我侄女才
五岁半，对于权利与义务的概念不能说理解得很好，但从她与我
的交谈中不难听出，她知道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规矩，不是每个
人想干什么就能随心所欲干什么的。 

给孩子哲学的启蒙，不是说不讲道理，而是需要结合孩子的
生活实际，在与孩子一同思考中悟出 基本的道理，这难道不比
说教或粗暴的命令更有效？ 

我喜欢这套丛书，不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孩子可能寻求的答
案。我读着这本书时，心中满怀感恩：这两位编著者，碧姬•拉
贝和米歇尔•毕奇，他们是怀着多么巨大的善意和温情啊！他们
对孩子，有多么深厚的爱啊！整套书都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所
有的思想都融化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里，融化在孩子们的
生活中。书中的文字就像是在跟孩子们拉家常。对话中他们从不
居高临下，从不耳提面命，没有刻板的说教，书中表现出来的天
真，就像孩子般纯洁无瑕。他们是成年人，拥有成年人的理性，
同时又有孩子们的好奇，懂得孩子的思维方式，俯下身子，来跟
孩子对话，因此整套书是孩子们的视角，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即便成年人读来也不会感觉幼稚和无趣。其实，这样的姿态，不
正是我们这些父母和老师本来就该具有的吗？可惜在中国，长时
间来，很多父母和老师都不了解孩子的主体性，以为孩子就是幼
稚无知，需要成年人的强力介入。殊不知，孩子的世界，正是一
个奇妙的世界，需要我们以谦卑之心、敬畏之情，才能进入呢！ 

孩子的世界，是一个独特而自足的世界，他们遵循自己的逻
辑与思维。成年人也曾经是孩子，可悲的是，当其成年，却忘掉
了自己曾经是孩子。从任何层面来说，重新认识孩子的世界，都
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者必须学习的功课。作为父母师长，我们都
怀着对孩子的热爱，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适当的爱的表达式。
理解孩子的世界，刻不容缓。而就孩子的精神世界来说，成年人
尤其需要呵护其天性的自由成长。事实上，任何哲学问题都不可
能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可贵的是问和探究的过程本身，让孩子们
对生活的思考始终处于积极活泼的状态，这不正是我们的教育要
培育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吗？ 

在读这套书的过程中，总是惊讶于作者理性与童心的和谐统
一，叙述娓娓道来，道理深入浅出，语言观之可喜。我们的课堂
若是也能做到理性和童心的和谐统一，想来学习的过程一定是生
动的，目标的达成定会是水到渠成一般的自然。从阅读中，我收
获的不仅是丰富的哲学知识，让我受益匪浅的更是字里行间蕴藏
着的人文思想，对孩子的理解和热爱，它们潜移默化地提升着我
的教育品位，滋润着我的心灵，感受着阅读带来的丰盈和喜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