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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尝试将皮亚杰图式建构理论与马克思的认识起源及认识规律做比较，探究皮亚杰图式建构论的当代

价值及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在讨论皮亚杰图式建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起源及认识

规律统一的基础上，取其对于个体认识过程的具体化和形象化的优点，丰富马克思主义过于抽象化的理

论，同时指出皮亚杰图式建构理论对于社会因素重要性错误判断的缺点，批判地揭示皮亚杰图式建构理

论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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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Piaget's schema constructionism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epistemology by comparing Piaget's schema constructionism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241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241
http://www.hanspub.org


严炜，刘顺强 

 

 

DOI: 10.12677/acpp.2022.115241 1416 哲学进展 
 

with Marx’s cognitive origin and cognitive law.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unification of Piaget’s 
schema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Marxism’s cognitive origin and cognitive law,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take its advantages of concretiz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individual cognitive process to enrich 
Marxism’s too abstract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Piaget’s 
schema construction theory in misjudging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factors, and critically reveal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Piaget’s schema construc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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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亚杰图式建构理论 

1.1. 活动理论 

皮亚杰图式建构理论批判地继承于康德的图式理论，但他并不认可康德先天图式理论的观点，认为

图式完全是先天构成的说法[1]。皮亚杰认为图式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认知图式发展必须以活动为基

础，其对于活动这个范畴主要有三重含义[2]。其一，是机能活动和图式活动。机能活动主要指主体的同

化和顺应过程，与图式活动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认识的发展。其二，主体在生活中的可见活动。其三，是

感官活动。必须认识到皮亚杰的活动概念主要是指个体的活动，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实践的概念。 

1.2. 图式建构学说 

皮亚杰的图式理论包括：图式、同化、顺应、自我调节和平衡的观点。图式也是认识的结构，包括

原始图示和认识图式。原始图示指婴儿吮吸等先天获得的图式，而认识图式是个体在活动中不断发展进

化得来，原始图示主要包括：动作图式、符合图式和运算图示。 
个体在活动中应对外界刺激时，主体的同化功能会响应这种刺激，如果同化过程足以应对外界刺激，

同化过程即会把新的东西整合进图式从而形成新的图式达到平衡状态，以应对这种活动下次带来的刺激。

如果同化功能不足以应对外界刺激时，主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即会通过顺应功能，在图式内部发生作用形

成新的图式以应对外界主体活动中的刺激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以使主体适应外界环境。平衡状态由低级向

高级发展过程，即描绘出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 
认识在同化和顺应这一对矛盾的作用下，其必然会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时刻会达到平衡状

态，且不断向着更高层次的平衡状态发展。主体因为有自我调节功能而使同化和顺应这对矛盾达到平衡

状态，皮亚杰认为自我调节功能是人类的普遍特征[3]。 
皮亚杰认为婴儿的认识发展至成熟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

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 

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马克思认为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主体对于客体的反映是指认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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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是指人的认识必然以客体为原型和摹本，在思维中摹写客观事物的状态、属性和本质。而能动

的反映指认识具有创造性，人的认识并不是对客体一成不变地描摹，而是为了满足实践需要而能动地对

其加以创造，以实现认识指导改造自然的过程[4]。 

2.2. 实践及其对于认识的作用 

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 P. 18)。马克思认为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

践、科学文化实践和虚拟实践，正是这四种实践形式构成了人类的社会生活。马克思认为实践决定认识，

认识反作用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动力、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的标准。 

2.3. 认识的辩证运动 

认识的辩证过程存在着主体认识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即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

是对事物外部表象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指间接抽象地对于客观事物本质的把握。

实现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其关键在于积极实践，并对感性材料加以思维抽象地分析、归纳演绎

等加工。 
要实现从理性认识到实践，则必须保持理性认识的正确性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对于认识加以检验、

修正，使得认识得以正确的指导实践并改造世界。从实践获取感性材料，使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

再将理性认识投入实践进行检验和修正，由此循环反复使得理性认识得以逐渐接近真理。 

3. 两种理论共同之处 

3.1. 摈弃了传统认识论的观点 

在认识论发展过程中首先经历过研究客体的时期，其次过渡到对于主体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唯

理论和经验论的激烈争论。随后康德创造了认识论发展的新时期，其以主客体统一为基础，构建了他的

认识论，但他并没有实现其认识论真正意义上的主客体统一。康德认为形式和内容没有关联，形式的来

源也不可考。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认识的发展是个辩证的过程，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

批判了黑格尔，但他也忽视了认识的能动性。只有马克思科学地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6]。 
皮亚杰不同意唯理论也不同意经验论观点，他的图式学说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图式的观点，在实现主

客体的基础上，不同于康德认为认识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观点，他强调“认识是一种不断的构造”。 

3.2. 实现主客体统一的中介基本一致 

对于认识的来源，皮亚杰认为来自主客体间的活动，主体的动作使得主体认识客体得以可能。皮亚

杰认为活动是主体认识形成的基础，感知运动活动是相应的观念与知觉的共同来源。活动使得认识由低

级认识图式逐渐发展到高级认识图式，并且使感性材料上升到理性认识成为可能。 
上述可知，皮亚杰图式理论中的“活动”，与马克思的“实践”的两个范畴比较相似，都认为主体

必须经过活动中介得以认识客体。皮亚杰的活动范畴更倾向于个体活动，揭示了个体认识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则是指社会整体下的活动，是一个唯物史观概念。 

3.3. 主客体的统一是辩证的 

皮亚杰通过对儿童认识形成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儿童的智慧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儿童

的智慧发展有着一定的内在顺序和阶段，都是在人体同化和顺应这一对矛盾的运动中辩证发展。皮亚杰

认为推动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主体的同化过程和顺应过程的辩证统一[7]。在主体同化和顺应过程的

推动下，人的认识图式从低级平衡状态到高级平衡状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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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对此：“智慧行为是依赖于同化与顺应这两种机能的最初不稳定的平衡过渡到逐渐稳定的平

衡。”两种机能的最初不稳定的平衡过渡到逐渐稳定的平衡”([8], P. 169)。主体认识能力和认识机构的

发展过程，有着一个认识图式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飞跃过程。认识图式在活动应对外界刺激中，主体触

发顺应同化使得认识图式不断有着量变的积累。在同化过程中，认识图式积累到一定过程时，在外部活

动的刺激下主体旧的图式已经无法应对，就会出现顺应过程，使得认识图式出现质的飞跃[9]。 
认识图式在发展的过程中，新图式认识在旧图示认识的基础上采取批判地继承，新图式总是否定旧

图示中不合理的部分，扬弃的地继承过去认识图式中积极地部分。 
上述可以洞见皮亚杰图式理论中饱含的辩证法思想，对立统一的普遍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之

否定定律在皮亚杰图式认识论中充分体现。这表明皮亚杰图式说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补

充说明，弥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过于抽象的短板。 

3.4. 均认识到主体认识具有能动性 

皮亚杰认识论强调主体的认识是能动的，这一点他继承了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主体认识能动性的观

点[10]。但他并不完全同意康德的观点，皮亚杰更偏向科学心理活动解释，把认识建立在主客体活动的基

础之上。皮亚杰说：“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反映，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需有反应刺激的能力，因而我

们首先关心的是这种能力”([3], P. 60)。皮亚杰认为认识来源于主体活动，认识依赖于主体的能力，这体

现在主体响应外部活动中的刺激对认识图式修正或者使认识图式向更高平衡以适应外部活动过程中。但

皮亚杰认识能动性也忽略了社会因素对于认识能动性的作用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地复制

而是一个客体到主体、主体到客体、再由客体到主体一个循环往复，并且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 

4. 两种理论不同之处 

4.1. 主客体的中介不一 

皮亚杰的认识论认为，认识只有经过活动这个中介才能得以形成，皮亚杰的图式说虽然借鉴了康德

的先天综合判断，但他并不同意认识的内容和形式是割裂开的没有联系的说法。皮亚杰也不同意马克思

“实践”是主客体中介的说法，他认为马克思“实践”只是“活动”的高级阶段，活动的概念的广泛性

包含了马克思“实践”的观点。皮亚杰认为活动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活动才是主客体的中介。 
然而，皮亚杰的研究由于着重于研究个体认识的发生过程，将所有的活动对于认识发展的效果等同

起来看，没有认识实践活动对于认识发展决定性的地位，没有充分吸收认识实践诸如社会性、工具性等

内涵，才造成了这一误解[11]。 

4.2. 认识的研究对象不同 

皮亚杰进行认识研究时，社会上大多数认识论研究者主要以研究成年人的认识过程为主，皮亚杰认

为这只是对于认识高水平阶段的研究，对于认识发展发生、发展过程研究较为薄弱，因此决定从事儿童

认识发生研究[9]。他将儿童认识发生过程分为四个大阶段，主体的自我调节机制统筹同化和顺应这一对

矛盾促进主体认识图式由低级向高级认识图式发展，较为形象勾画出了儿童个体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和阶段[12]。 
马克思的认识论提供了对于认识的方法论，解决了认识最为关键的问题，即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

检验认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从唯物史观的层面展开，侧重于群体的认识，它是历史和实践

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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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认知过程阶段划分不同 

皮亚杰从儿童认识发生和形成的心理学研究中发现儿童认识形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感知运动

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认识发生阶段的划分特点：1) 每一个阶段儿童的

认识和另一阶段都有本质的区别；2) 认识以遗传图示为起点向高级图式发展；3) 高级图式扬弃的基础

低级图式的积极方面，摒弃消极因素，并在活动中得到发展；4) 各个阶段儿童因其生长环境的差异或

有不同[13]。 
马克思认为认识分为两个阶段：1) 感性认识上升理性认识；2)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辩证的认识过程，

首先由实践到认识，这个阶段实现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再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通过理性

认识指导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再次回到实践，再次上升到理性认识，由此循环

往复使得理性认识不断向真理靠近。 

5. 对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评价 

综上，笔者认为皮亚杰图式建构学说是对马克思认识论的证明和发展，皮亚杰对于认识的微观研

究佐证了马克思认识论的主客体的认识辩证统一、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认识论的微观

研究。皮亚杰提出的图式建构学说，综合生物学、心理学、逻辑学等学科成果辅以心理学实验加以检

验，并提出主体具有同化活动和顺应活动的机能在应对外部活动的刺激下对主体认知图式进行调整和

发展以使主体适应外部活动刺激的观点，以其形象的理论和缜密的实验佐证了马克思能动的反应论的

观点。 
同时，皮亚杰图式建构学说揭示了主体认识发展过程中主体心理机制随之演变的规律，认为主体具

有自我调节功能，调节同化和顺应这一对矛盾促进主体认识结构和认识能力的发展，同化机能促使主体

认知图式实现量的积累，顺应机能实现认知图式质的飞跃，佐证了马克思认为认识过程辩证统一的观点。

虽说二者对于研究认识阶段及其认识过程的阶段划分有所不同，就社会因素对于认识的影响也有差异，

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承认中介对于主体认识的作用，认识不是单纯地复制而是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主客体

的认识辩证统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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