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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哲学理论是哲学思想家们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反过来又指导人类社会实践

活动，体现了人类对活动现象的深思，充满了真知灼见。哲学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认

真学习，并在实践活动中进行不断反思的基础之上修炼而成的。增强自身的哲学素养是教育工作者做好

本职工作的必由之路。教育哲学素养是指人们自觉运用教育哲学来思考与探讨教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诸

方面问题的一种综合性素质与修养。提升哲学素养的途径不可胜举，究其根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出发

点都是认知的提升，进而促进其行动力的发展。本文拟基于物理学术语中的动态与静态对教育哲学的现
有定义进行分类，进而延展到教育工作者提升自身哲学素养的方法论分析。为教师教育哲学素养的培养

研究提供参考，为教师队伍整体素养的提升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 

教育哲学，哲学素养，认知与行动，培养策略 

 
 

Knowing and Doing: The Cultivation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Rui Yang, Qi’en Cui 
Faculty of Teacher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l. 25th, 2023; accepted: Aug. 23rd, 2023; published: Aug. 29th, 2023 

 
 

 
Abstract 
Philosophical theory is the wisdom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philosophical 
thinkers, which comes from the practice of human society, and in turn guides the practice of hu-
man society, reflecting the deep thinking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full of insights. Philosophical li-
teracy is not innate, but cultivated through careful study and continuous reflection in practical ac-
tivities. Enhancing their own philosophical accomplishment is the only way for educators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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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job well.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ccomplishment i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c-
complishment that people consciously us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o think and explore the theo-
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re is no way to improve philosophi-
cal accomplishment. Fundamentall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is to improve cognition, and then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action for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classify the existing definitions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dynamic and static terms of physics, and then extend to the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educators’ improvement of their philosophical literacy.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ccomplishment and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overall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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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者说，哲学是一门体现智慧的学问[1]。如果说一个人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便是对其智慧水平最

高的褒奖了。唐朝韩愈《师说》中有这样的话：“古人有师，故为师。”老师是讲授真理，讲授学问，

解答难题的人。故而对其智慧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该如何提升自身的哲学素养

呢？所谓哲学素养，就是一种高屋建瓴洞悉事物本质的灵性。提升哲学素养是师范生教育的重要任务，

研究生培养重心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出完整的人，尤其是经济时代，创新思维能力是衡量人才

的重要标尺，创新又离不开理性的反思，因此哲学素养的提升是广大师范研究生必要进行的思维训练。

哲学是至高的，具有哲学素养的人可以从中得到许许多多的益处。无论是精神境界上、抑或是认知能力

上，对于师范生的培养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2. 教育哲学的含义 

教育哲学这一概念作为合成词(教育 + 哲学)，有着多种解读。彼得斯、石中英等从语言学角度分析

教育 + 哲学的四种关联：educational philosophy；philosophy in education；philosophy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for education [2]。教育 + 哲学不同的偏正关系，表征着不同的哲学观和教育观。笔者偏好如

此界定教育哲学——哲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投射和衍义。教育哲学的著作汗牛充栋，概念界定各有千秋，

但总体而言，可基于物理学术语(静态与动态)而大致归为两类，即静态教育哲学与动态教育哲学，具体概

念界定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concept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s 
表 1. 静态与动态视域的教育哲学概念 

静态教育哲学观 动态教育哲学观 

石中英：专门的学问，高深难懂。把哲学看作是一

种特殊的知识系统，它包括一套专门的概念、范畴、

命题和话语方法。 
2007《教育哲学》 

王坤庆：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道德基

本问题，或者将教育的基本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

析的一门理论学科。 
2006《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价值论视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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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桑新民：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又是教育的

基础理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哲学是教

育观和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1993《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 

石中英：从“哲学的角度”帮助教育者对困扰自己的任何

教育问题的理论“批判”与“反思”，其目的不是为了获

得“高级的教育知识”，也不是为了实验教育哲学家们的

某些理论观点，而是为了唤醒并促使教育者更好地理解与

他们密切相关的教育生活，使之不断获得认识、了解和重

建教育生活的意识、知识、能力与信念。 
2007《教育哲学》 

王坤庆：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

中的“价值”问题的一门学科。 
1996《现代教育哲学》 

石中英：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寻根问底和不断反思的思想

态度。 
2007《教育哲学》 

王坤庆：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教育哲学则是对各门具体教育学科知识的概

括和总结。 
2005《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石中英：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是建

立在对“哲学”与“教育”关系上的认识。 
2002《教育哲学导论》 

吴俊升：把哲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教育里面就是教

育哲学。 
1934《教育哲学大纲》 

黄济：教育哲学应当是教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给教

育科学研究以理论上的指导，而教育科学的发展又为教育

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2003《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2.1. 静态教育哲学概念 

静态的理解将哲学看成专门的学问，高深难懂[3]。持此观点的教育哲学家福禄培尔受康德、费希特、

黑格尔发展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声称他的教育原理只是哲学而非其他。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

的在非科学世界中仅仅作为一些可能的客体的本体也许具有明确的意义和内容。朗特里的观点认为，教

育哲学是一门以知识、认知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活动的教育的思想系统。桑新民教授于 20 世纪八十年

代后期，提出了教育哲学是教育观念、教育研究的方法，它反映了教育的思想和生存的关系，揭示了教

育的本质和规律[4]。此外，张腾霄也把教育哲学看作是对教育领域中许多问题的延伸和运用。教育哲学

是一门“静态”科学，它不能被普通的哲学和普通的教育学所代替[5]。 
在这样的视野中，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有着自己的问题史、范畴史和思想史。在这个意义上，

哲学更深奥，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学习和培训，要进入哲学的领域更是难上加难。 
同时，哲学可以深入到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设置规范约束力等阻力，让受教育者提高

自身某种内在无意识的能力。哲学是最基础的学科，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基础。静态教

育哲学观认为哲学虽然没有明显的应用价值，但是，哲学可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哲学就像手机的操

作系统，如果没有安装具体的软件，手机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具体的问题。但是，操作系统是具体软件

能够良好运行的基础。所以，教育教学工作者在研究、习教育哲学的过程之中，要遵循教育哲学界一系

列专门的概念、范式，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解与创造。 

2.2. 动态教育哲学概念 

尼采认为：抽象的哲学是“冰冷的理性”、“苍白的真理”、“空洞的存在”，传统的西方哲学切

断了哲学与生活和存在的练习，是没有生命、没有色彩、没有生机的行将腐朽的东西[6]。在此观点的基

础上，对于哲学的概念产生分化，动态教育哲学理解成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寻根问底和不断反思的思

想态度[6]。 
动态的哲学观在传统的教育哲学中，哲学的主体是动词，它吸取了“静态”的哲学成果，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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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为手段，通过“阐释、论述、批判、澄清、分析、综合”的方式，对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进

行了反思。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是一个师生双向交流的过程。比如，著名教育家杜威就把“哲学

即教育的一般理论”、“哲学即教育学，教育学即哲学”、“教育是哲学的试验室”等[7]。实践主义以

此为指导，主张“教学做”一体，从做到做的教育理念。此外，八十年代以后，吴俊升先生也指出，教

育哲学是一种应用哲学，应该将其运用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李石岑的教育哲学思想始终围绕着“表

现”这个词，他把教育的本质看作是一种表达的过程，它的目标是要把“真人”展现出来，而教育就是

要把它的本质表达出来，而不是被外在的力量所约束。“人”是其教育理念的核心，其教育理念对当今

中国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受此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思潮影响，教育哲学从哲学层面上对教育问题进行理性的批判与反省；教

育哲学注重实践性、反思性、批判性、价值观。从那时起，教育哲学就为教育和教学工作服务。在这样

的视野中，哲学趋向于深入地探究特定的问题，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哲学变成了一种平常的思

维方式，它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哲学动力的认识早于柏拉图和先秦时期。在那个时代，

哲学家们的思想来自于生活的困境，他们的思想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也是在现实中进行的，

而哲学则是批判的。 

3. 作为静态的教育哲学认知 

3.1. 认知的重要性 

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认知是人的认识过程的

一种产物。认知等同于智慧加思想，从而形成个体对万物的理解。认知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生的走向，

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无论大小都取决于个体对事情的认知从而做出的选择。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

框框里，无论处于哪个阶层都存在着认知的边界。但为什么有人每次都可以做出最优解，有人每次都选

择失误？这其实都源于个体对万物的理解，也就是认知的能力。 
了解清楚认知的重要性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认知的重要性，到底应

该如何实现？我们应该如何提升自身的认知？ 

3.2. 如何提升认知 

提升认知需要界定方向和范围，即提升自身的认知范围、认知程度、认知能力。其中，后两者属于

“格局”的概念，不是最重要的东西，究其根本原因是认知程度可以提高，做事能力可以提高，认知结

果也会随之提高。因此，提升认知最重要的是提升认知范围。 
认知范围即“你对世界的认识程度”。认知范围的区别，会继而深刻影响到“人生路线”的区别，

它决定着“路线”，即方向。在浩瀚无垠的知识库中，要想提升认知范围最重要也是最首要的是确定“我

要在哪个方面扩大格局。”格–方向，局–行动，格局–即在某个方向付出行动，二者缺一不可。 
认知程度即认知层次，深刻的反映个体的精神发达水平。想要有效提升认知程度，要找到个人的最

近发展区，有效地进行自我提高。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可以尽所能的承担一些大事，并为之负责，

为之完全努力，而且为这件事的结果定高目标。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工作即修行，红尘即道场。”少一

些冥思苦想，多一些有效行动，旧的认知已然形成，若想认知它改变它甚或是提高它，只有行动起来才

有动力，过多的思忖只是在消耗自身的心力。 
认知能力是人类大脑处理、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也就是掌握事物的构成、行为与其他事物的关

系、发展的动力、发展方向和基本法则的能力。这是一个人能否顺利地进行一项运动的最主要的心理因

素。感知，记忆，注意，思考和想象，这些都被称为认知能力。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提升以上的能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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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升个体的认知能力。利用注意力集中的方法，例如广泛的观察，培养对任务的兴趣，冥想等提升注

意力。另外，培养阅读和书写的习惯也是提高理解能力最有效的方法。用心揣摩和思考，可以增强个体

的理解能力以及对语句的敏感度。提升想象力的方式虽难但也可操作，基于对知识的大量积累和经验的

累积，将各种表象进行重组，从而构成新的意象。综上列举仅为普遍适用法，个体要根据自身的特殊性，

自行探索适合自身认知能力提升的途径。 

4. 作为动态的教育哲学行动 

4.1. 行动的重要性 

行动是一个人价值能力和目标的距离。法国著名军事家拿破仑说：“想得好是聪明，计划得好更聪

明，做得好既最聪明又最好”。智者生活于行动之中，而不是去思考行动，也不是去思考行动之后的结

果。显而易见，哲学可以帮助人突破身体感官和思维产生了假象，看见真实的、正确的、全面的世界。

一切建筑都是依赖基础，却也是否定基础的。宇宙演化、生物进化、修房盖屋、社会发展、知识更新也

有这个特点。然而利用哲学把头脑里庸俗的意识形态扫清只是学习哲学的第一步，后面要走出哲学、走

向现实生活，去行动去改造，而不是沉迷于高高在上的哲学理论，这才是学习哲学的真正意义。 
真理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学习哲学最好的方法是一面成长、一面夯实基础；一面发展，一面自我革

新。大道至简，哲学原理虽然简单，却有万用，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 

4.2. 行动的可行性 

4.2.1. 自我革新 
有一门叫做“行动哲学”的哲学。“行动哲学”并非一个哲学术语，它是一种克服冥想、懦弱、行

为的生活理念。以合理的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去做合理的事情。以便使得我们变得幸福、健康，由

此实现人生价值。立即行动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掌握的，要成功的克服拖延陋习，建立起来积极的、善始

善终的新习惯，除了付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方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自我革新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

实践意义的方法之一。 
革新，即改革、更革、变革之意。自我革新即自己进行改革、更革、变革。社会一直在前进，一直

在变化，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中一定要具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避免温水煮青蛙，个体在环境中要学会不

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自我改变、不断自我调整、不断自我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以适应环境发展，

没有自我革新意识的个体将被社会进行革新。除此，自我革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党所始终坚持的要义，

我们党与其它党派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在社会革命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这也是我们党从胜利

走向新胜利的关键。大看国，小看个体，其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治国之道、人生之道。个体在人生道路

的进程中，要我们要时刻牢记哲理的教化目标，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用磨砺的毅力和毅力，把一切有

损于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地净化、完善、革新、提高。 
在教育中，纵观我国教育发展的形势，不难发现，教育的源头即是教育革新。当今的基础教育改革

主要面临两大阻力，一个是教育理念问题，二是教育资源的使用问题。如何逃脱应试教育的牢笼？如何

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是教育工作者在自我革新的过程中应不断思考的问题。 

4.2.2. 改善教育行为 
从理论回到实践，从天马行空回归脚踏实地。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该如何改善教育行为，将哲

学思想融入其中呢？若想将“行动哲学”融入日常教育行为中，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先找出一件对

你来说容易做好的事情，在这件事上坚持实践“立即行动”哲学，直到完全掌握。这时你就可以立足于

一个积极的出发点上，有了一条新路，你要为你的思考、你的感受和你的行为负责，从根本改善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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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为。例如，若教育工作者想通过“行动哲学”加深对教育的理解，可以首先从了解国家教育政策

出发，再扩展到教育一线去感受学生、教师、领导的实际落实情况，进而根据自身的所见所闻、加以总

结与思考，形成自身的教育感悟，最终改变自身的教育行为。 
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我们可以适当参考教育大家的哲学思维方式。例如，杜威对黑格尔、进化论、

实用主义等相关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坚持绝对的经验主义，认为体验是有机与环境之间的一个不

可分离的整体，它将辩证法、进化论、实用主义、现代心理学等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

的认知世界的方法。杜威提出了整体思维、过程思维、时间思维、关系思维等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除

了其闪光的思考方式之外，它还给我们以怎样的思考方式去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观念。比如现在正在进

行的新一轮基础课程改革，杜威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方法。在课程改革的规划与实施中，应避免孤立、

单向的思考模式，以关系的思考和整体的思考，形成一个改革的“实践共同体”，通过对话、交流、共

享的形式，共同面对改革的各种问题，并为之提供一些思考和方法。除此之外，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

学者”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辩证思维也对教育和教育思想有着深远影响，他认为认识的对象是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是经验和感觉的源泉，而经验和感觉则是理性思维和概念的源泉。概念是由感觉产生的，它是

知识的高级阶级。其认识论启发教育工作者在传授新知时，实践应先与理论。一线教师在课程设计时，

应多注重教学活动中导入的设计，最好与学习者日常所积累的生活经验相连接，以此激发学习者既往所

获得的经验和感觉，进而便于他们接受、理解、运用新知。 

5. 结语 

哲学，与他人无关，与世界无关，与神佛无关，只面向你我自己的灵魂。哲学研究不仅有其内在价

值，能给人以精神享受，而且具有实践价值，既能帮助人过上成效、和谐的生活，又能使人做好从事特

定职业或研究生学习领域的准备。在训练中，那种精神上的享受，是无与伦比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对

世界和人生的观察，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对事物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

这个世界上看得更高，看得更清楚，人生就会少许多烦恼。哲学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它的价

值在于指导生活，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基于学理论证，提升哲学素养，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注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利用大

脑本身健全的功能与所闻所见相结合，提升自身的问题意识、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善于发现问题，通

过分析、思考寻求答案，不断完善自己，进而探索生命的真理。二是注意回到问题的原点。在教育教学

工作中接触到的必定都是一些成论，这种情况下，应致力于打破思维定势、功能固着，有意识地把成论

还原为问题，开启自身的思考，顺而得到新鲜的发现。三是读别人的书，想自己的事。人不可能事事都

会经历到。社会的进步在于文化知识的有效传承，有效传承的精髓即在于通过自己的头脑个性化的汲取

知识，并进行再创造。在此过程中强调调动和发挥主体的能动性，把现成的答案问题化。四是重视自身

的发现。成功的思考总会与理智的快乐相伴。当快感产生之时当下务必要做的是冷静分析，将思维产物

有条理的记录下来，重复进行以上工作，将一步步地扩大自身的思维所涉范围，进而延伸自身的思想发

现。五是要善于掌握和调节心态。哲学不能学习，要靠悟性。在整个悟道过程中即是修身养性、韬光养

晦的过程，切要保持一种超逸、通灵的心境。 
综上，教育哲学素养提升，需要：知行合一、动静结合、问学相扣，方得正果。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是道。所谓道，就是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依凭良知判定去行动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可以表述为：

头脑有理解，心理有体验，人格有担当，身体有行动。所谓动静结合即王阳明说的动静合一，认识和精

神的互动，精神是静止的，然而认知是变化的。将认识和精神相互契合的要求是人类活动永恒的主题，

这个情况就是动静结合。身为研究生的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不耻下问，多思考、多反思、将思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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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活中加以验证，真正的将哲学思想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如此训练，才能在哲学的学习中早

修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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