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为不教 学为创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为不教 学为创造>>

13位ISBN编号：9787811122176

10位ISBN编号：7811122170

出版时间：2006-11

出版时间：云南大学

作者：吴松 编

页数：382

字数：42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为不教 学为创造>>

内容概要

“教为不教，学为创造”作为教学理念，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楚明白的，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
因此，实有必要对这一理念的涵义加以说明和解释。
这种解释既可以从教育学的层面进行教育诠释，也可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哲理辨析。
教育诠释    泛泛地讲，教学就是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
在许多人心目中，这已经是天经地义的常理。
然而，本质地看，知识、技能传授不过是载体和外在表现而已。
在教育活动中，无论是人类总体的教育活动，还是学校具体的教育活动，教的目的都不仅仅只是为了
知识、技能的传授，而都是为了走向不教，走向创造。
在人类总体的教育活动中，教的目的在于造就一代新人，在于促成新生代的成长、进步和创造，否则
人类便无从实现发展。
在学校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每一个阶段的教学都不过是学生人性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过程，每
一个阶段的教学都是为了促使学生走向新的更高的教学阶段，直至最后走上创造的平台。
如果每一阶段或者每一个教师的教都是为教而教，学生的学也都是为学而学，那这种教学不仅将是永
无休止的，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
    具体地说，在学校教育中，除了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塑造人性的共同点外，大学与中、小学在教
学上显然还有诸多不同之处。
中、小学的教学可以侧重于知识、技能的传授，目的是为了给学生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
而大学教学的主要任务则是传承方法、探究未知、培养创新，为学生的创造奠定基础。
如果说“传道、授业、解惑”是所有学校教育的共同任务，那末，中、小学教育可以是偏重于授业、
解惑，而大学教育则应该是主要针对“问道”的层面展开。
大学固然是知识的殿堂，但大学生在这个殿堂里的主要任务却不是为了单向地获取知识，而是辨解知
识的真谛、考究知识的真伪、掌握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和创新知识的理论和方法。
在大学里，教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学生则是受人以鱼，不如学人以渔。
如果说，一般的教学型高校，仍旧要以知识传承为教学的主要任务的话，那么，像云南大学这样的全
国重点大学、“211工程”高校，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免除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之重责了。
    云南大学自建校之日起，就定下了“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传播正谊真理
”的办学宗旨。
经过80多年的发展，云南大学不仅塑造和展示了“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大学精神，而且已然成为
一所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并已明确了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未来发展目标。
作为一所研究教学型大学，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显然不能采取以传授知识为主的适应性教学，而应
当倡导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主的创新性的研究型教学。
惟其如此，方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大学。
从这个意义来说，“教为不教，学为创造”的教学理念不仅与云大建校之初所定下的办学宗旨一脉相
承，而且符合学校的现实定位和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同时还是“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精神
在教学上的体现。
    因此，我们在教学上确立并践履“教为不教，学为创造”的理念，无非表明我们确立并践履着这样
一种教学思想：教的本质在育人，学的核心在成人。
教师教育，重点在“育”；学生学习，重点在“习”。
孔子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习”，显然绝不仅仅只是人们通常所解释的预习、复习乃至实习之
意，它应该还有或者说主要是践行、修品、养性、涵泳、磨砺等意义。
基于此，我们的大学教学在本质上应该是：教而育之，学而习之，重在涵养，贵在创造。
这就是我从教育的角度对“教为不教，学为创造”作为教学理念的诠释。
哲理辨析    教学活动，如果只能实现从“教”到“学”单向度的文化、知识传承，那么这种教学方式
必须有一个逻辑前提：即“教”是这一活动的必然主体，而“学”则是被动的、甚或是愚昧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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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客二元关系的确立，暗含着另一个更重要的逻辑前提：“教”的一方即便不能说掌握着真理，
也已经是“正确”的、“可靠”的思想和知识来源的一个象征。
    从人类的思想、知识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已然有过这样一个梦想，即对绝对“正确”、“可靠”
之主体性的预设。
那个绝对的主体性就是上帝或神性预设实体的象征。
在这种强大的教育逻辑背景之下，教师成了文化传承的代理人和主宰者，是掌握着学术权力和知识的
“传道、授业、解惑”者；而学生作为受教育的一方，似乎完全只是被启迪者或被教育者。
这种“教”和“学”明显不同的二元角色在教育活动中的确立，障碍了教育的本真价值的实现，成了
文明进程中本真教育衰退的一个标志。
曾几何时，我们从孔子入情入理的教育活动中，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如切如磋的教育活动中，能感受
到美德和智慧的关系，能感受到教师和学生一起探讨未知的那种谦卑与勇敢。
罗素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始终一贯地坚持说他自己一无所知，而且他之比别人聪明就只在于
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得到的。
”（《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第1版，1980年3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128页）    事
实上，在本真的教学乃至更广泛的教育活动中，传授知识的“教”和“学”都不是根本目的，当然也
不是教育的根本手段。
在我看来，无论是教，还是学，都只是启迪智慧、养成思想、明辨知识的一个出发点或过程。
这个出发点或过程是超越任何知识框架的，因为它有一个无目的的目的，即反省已知，探索未知。
在古希腊，知识即美德，那是知识发生、建构、积蓄力量的时代；而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许多知识成
了自然人转化成具有本真价值追求之人的障碍。
    知识塑造人，因此，知识可以塑造人的心智、改造人的心灵。
然而，不幸的是，知识可能是美德，也可能是被事实证明为是错误的说法。
任何知识框架都想通过自圆其说的途径，去获得其影响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这是因为，它创造了传承者的心智，使传承者信以为真。
从本质上说，教师和学生同步对具体问题的怀疑和探讨，是教和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人的心智
就可能被知识束缚而走向异化。
人类最早的高等学府的雏形———柏拉图学园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即反映了这一本质，而这种理念和
方法来自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一种常识。
卡尔·雅斯贝尔斯说：“教师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并加强这种责任感。
这是苏格拉底的‘催产式''教育原则。
也就是说，唤醒学生的潜在力，促使学生从内部产生一种自动的力量，而不是从外部施加压力。
这不是发挥学生凭偶然机会和一时的经验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才能，而是使学生在探索中寻求自我的永
无止境的过程。
苏格拉底式的教师一贯反对作学生的最大供求者；教师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教师身上转移到学生的自
身，而教师本人则退居暗示的地位。
师生之间只存在善意的论战关系，而没有屈从依赖关系。
教师有自知之明，并要求学生分清上帝和世人。
”（《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3月第1版，第8页）    从形式上看，“教”和
“学”似乎就是目的，但从实质上看，这是对教育活动判断的一种错觉。
我们所说的“教为不教；学为创造”，就是要表明这样一种教学思想：“教”和“学”只是一个出发
点或过程，这个出发点或过程中蕴涵着创造的目的，其价值取向和目标指向是创造，而创造本身也是
一个出发点或过程。
从本质上来说，教和学的出发点和过程应时刻体现出教师、学生在平等并保持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的
前提下对真理的探究。
没有这个前提，不但学生的创造力会被不断“爆炸”的知识所遮蔽，教师的创造力也难以在思想、问
题的砥砺中发生发展。
当然，在人类所有的教学、教育活动中，知识的逻辑建构已经成为一种使人难以抗拒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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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越来越宏大的知识理性笼罩下，人变得越来越渺小。
文明使人重新创造了人，也异化了人。
在青年卡尔·马克思时代，人类的精神和知识还处于上升阶段，但青年马克思已经感到“异化劳动”
给人的存在带来的悲哀。
在这里，我们应将这种“异化劳动”判断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劳动扩展到所有知识、科学和精神创造
的领域，以使我们更好地反省教育活动中人面对自身创造的文明时的处境。
学校是直接面对这种处境的场所，教师和学生是在这种处境中时刻面临选择的人。
在当代教育活动中，纯朴的理性价值逐渐工具理性化，知识教育挤压着精神教育。
而教育的真正目的，却是实现自然人朝着向善的、感恩的、崇高的精神主体的“转化”和成长。
作为大学管理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成学生的这种“转化”和成长，尽我们所能地减少文明、知识
对人的异化，亦即尽力减少教学中的“异化劳动”。
    “教”和“学”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创造也是一个广义的范畴。
教师既是“教”的一方，也是“学”的一方；学生既是“学”的一方，也是“教”的一方。
这两个范畴都包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人的类本质当中。
马克思说：“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
”知识创造也属于人的类本质，并且是人的类本质中的核心价值。
然而，教育活动中的“异化劳动”，同样导致这种类本质变成异己的本质。
人的精神创造的劳动走向“异化劳动”，是再常见不过的事实，因此，本真教育活动的实现是十分艰
难的价值预设与选择。
这或许是一种宿命，也是人类创造、再创造知识历史和精神历史的一种局限。
    当我们解释“教为不教，学为创造”的教学理念的时候，还必须指出：可靠的知识创造、精神创造
还只是一个显在的目的，而不是终极目的。
创造的终极目的，是对人的本质内涵的一次又一次的亲近，一次又一次的反省，一次又一次的展现。
正是在这种时刻反省科学、知识和精神的途中，不断实现人的心灵、心智的充盈和解放，以使人能够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显示出一种伟大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从这个角度去看，真理的预设和关于真理的任何逻辑演绎，都需要反省。
我们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管理活动，就是要围绕着这种创造的目的去设计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创造的目的和价值。
    总之，从思辨的角度看，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不管是“教”与“学”之间，还是管理和教
学之间，都要防止二元化的对立关系，防止一方预设“真理”前提作为衡量另一方的尺度。
当然，事实和理论往往难以协调。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孔多塞在其著名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把人类精神史划分为十
个时代，而在对第一个时代———“人类结合成部落”的描述中，孔多塞就已经指出：“我们在这个
时代中可以观察到一个体制的若干最初的迹象，对时代的进步起着正反两种影响：它们既在加快着知
识的进步，而同时也在传播着错误；既以各种新的真理在丰富着科学，又把人民投入愚昧和宗教的奴
役之中。
”孔多塞接着指出，这时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掌握着科学原理、工艺方法、宗教秘密和仪
式，乃至立法和政治奥秘。
由此，人类分裂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人注定了是来教导别人的，另一部分人则是被造就来接受信仰
的；一部分人傲慢地隐蔽起来他们所自诩懂得的东西，而另一部分人则恭恭敬敬地接受别人所不屑于
向他们宣示的东西；一部分人要把自己置于理性之上，而另一部分人则谦卑地舍弃了自己的理性并把
自己贬低到人道的地位之下，他们承认别人具有比他们共同的天性更优越的特权。
”（孔多塞的话引自《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5月北京第1版，
第15页）因此，我们今天的教师、管理人员必须具有这样一个抱负，即在教育和学术权力中，防止人
的分裂。
同时，我们要不断反省自己，我们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感召教师、学生和管理者，感召学园内外的人
们，找回失去的自尊和禀赋，共同创造教育和生活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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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思维的逻辑性和文章的完整性来说，对于“教为不教，学为创造”理念的诠释，既要有理论方面
的分析，也应有实践方面的阐发亦即与这一理念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
因此，本文除“教育诠释”和“哲理辨析”外，还应该有第三部分“模式设计”。
但由于时间、精力和报纸版面等方面的原因，“模式设计”只有另文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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