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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儿童哲学，将哲学这个看

起来高深莫测的领域与儿童发展联系起来，运用哲学的方法启

发儿童思考，启迪儿童智慧。基于儿童哲学课程的“重智慧”

的儿童教育其深刻的意义与价值，在儿童教育领域乃至整个教

育领域具有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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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曾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写道：教育的本质

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

魂唤醒另一个灵魂。[1]马修·李普曼是儿童哲学的创始者，他

认为，教育要以帮助儿童学会思考为目的，教育的每个过程都

应该是由儿童的认知和情感经验引发的自然过程。目前，我国

的儿童教育大都是成人为儿童将来生存的需要而设计的，儿童

越来越缺乏童年的天真烂漫，缺乏伙伴和游戏的乐趣，自身的

智慧和创造力难以得到发挥。儿童教育由“重知识”到“重智

慧”的转变已成为时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哲学课

程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时代呼唤“重智慧”的儿童教育
传统的儿童教育以认知教育为主，让儿童尽可能早、尽可

能多地接受已有经验以实现儿童的“发展”，而很少将视角放

在孩子一生的发展上去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和成长过程。“重

知识”的儿童教育把儿童当做是被动的接受主体，机械化的教

学忽视了儿童的个体化差异，培养不出具有创造力的儿童，儿

童的智慧没有得到精心呵护从而难以开启。苏霍姆林斯基在

《教育艺术》中谈到：“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

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儿童

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2]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

型，“重知识”的儿童教育的局限日益显现，难以适应时代发

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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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已越来越超乎我们的想象，在这种时

代背景下，具有创造力的智慧型人才越来越成为时代的迫切需

要。现在的儿童接触事物的途径越来越多，求知意识越来越

强，他们的各种天性不断显现，对儿童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

更高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日新月异急

切呼唤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智慧型人才。如今的教育更加关注人

才培养的品质和质量，更加关注人的个性培养和智慧开发，进

一步推进儿童教育由“重知识”到“重智慧”的转变，已成为

我国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国际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日趋激

烈的今天，加之“以人为本”理念日益突出，每个国家都在把

儿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关键，时代呼唤“重智慧”的

儿童教育。

2 基于儿童哲学课程的儿童教育模式
哲学的本质是“爱智慧”，而儿童的天性里从不缺乏追寻

智慧的种子，儿童哲学就是一门启迪智慧的学问。从儿童诞生

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没有停止过探究，他们通过自发的探究、

乐此不疲的提问，不断加深着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然而，儿童

的这种探究却常常由于成人的介入而被打断、改变甚至压抑

了，这既是对孩子天性的扼杀，更是教育的悲哀。

儿童哲学创始人李普曼博士指出，儿童哲学作为一项智慧

启迪的教育活动，是一种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充分开发和挖掘

儿童好奇的天性，培养儿童发现、辨析、判断、创造能力的学

问，它以尊重儿童为出发点、以发展儿童智慧为目的、以提升儿

童生命为归宿的理念。[3]将启迪智慧的儿童哲学课程融入到儿童

教育之中，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可能。结合已有的儿

童哲学的相关理论，同时借鉴我国在儿童哲学课程的应用与开发

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学校的做法和经验，我认为基于儿童哲学课程

学校结合校情、地情，认真组织丰富的校外实践活动，

一方面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去体验、

欣赏、学习、探索、实践。通过组织这些探索自然的活动，激

发学生探究的兴趣，让学生从感情上建立起与大自然的和谐关

系养成对大自然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习惯，发展初步的探究能

力。另一方面引导学生亲近社会，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实

践等活动，了解身边的科学，能正确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

关系，立志从小做小科技，长大有大发明，并养成关注社会、

服务社会的意识。

5 强化全员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技教育团队
一个学校科技教育工作的关键在师资。我校高度重视高素

质的科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大投入，

强化全员师资培训，创建学习型学校，使我校广大教师不断提

高了科技素质，为学校的科技教育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

力支撑和组织保证。近几年来，学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教

师培训。队伍建设的重点在全体教师，这直接左右我校科技教

育的质量。经过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学习，教师都不同程度地

转变了观念，对科技教育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初步具备了较完

善的科技智能结构，能自觉探索科技教育的新形式。

当然，一所学校的办学特色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教

育特色的凸显，特别是特色学校的形成，需要点面结合，整体

优化，不懈追求。要真正地形成科技教育的强“场”效应，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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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智慧”的儿童教育模式有如下四个方面体现。

2.1 儿童哲学的课程设置

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水平和身心发展水平设置相应

的儿童哲学课，抓住儿童发展的关键期，合时宜地开发儿童智

慧，比如：一年级的儿童哲学课主要是让学生“听故事，提问

题”；二年级和三年级分别采用了“寓言故事”和“成语故事”

的形式；四年级则是“时事论坛”，让学生就当时发生的热点问

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五年级采用“辩论演讲”的形式，更

注重学生的参与，也体现出对学生思维能力的更高要求。[4] 

2.2 儿童哲学课程的渗透

在教学中，可以有意识、有计划地将儿童哲学的思维模

式和哲学内涵渗透到各种知识、各个学科之中，比如：二年级

的语文课《奶奶要晒太阳》教学中，儿童问：“奶奶最后怎么

会晒到太阳呢？”儿童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得出结论

是：风动了云，云不再遮住太阳了，太阳出来了，所以奶奶晒

到太阳。这个回答让儿童体会到“风、云、太阳”之间是相互

联系的，这也就是事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的。[5]如此，在不断地

哲学渗透和思考追问中让智慧的种子开花结果。

2.3 儿童哲学课程的具体实施

目前，儿童哲学课程实施的主要方法有：讨论法、问答法

（苏格拉底法）、情景法、辩论法等，儿童哲学课程通过生动有

趣而富有哲理的故事，利用儿童好奇的天性对生活意义进行探讨

和思考，逐渐增加儿童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在不断思考和探索

的过程中培养人生的智慧、建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4 儿童所处的地位

儿童的世界是纯粹和有灵性的，儿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

观点、每一次发问、每一次争执都有可能成为教育的契机[6]，

然而“重知识”的儿童教育往往由于儿童知识和经验的缺乏而

把儿童置于一个较低的地位，一味向儿童灌输知识而忽视了他

们天性的发展和智慧的挖掘。基于儿童哲学的儿童教育则把儿

童放在一个与成人平等的地位，鼓励每个儿童发出与众不同的

声音，同时要求教师必须接纳和回应这些来自儿童的不同声

音，引导儿童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注重儿童智慧的开发，帮助儿童形成主动思考和探究的习惯。

如此种种，基于儿童哲学课程的“重智慧”的儿童教育模

式无不体现着教育对儿童智慧的重视与开发，与“重知识”的

儿童教育形成鲜明对比。

3 儿童哲学课程的价值与意义
儿童哲学自诞生以来，正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各

国都在相继开设儿童哲学课程。哲学的本质是“爱智慧”，是

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儿童哲学课程作为让儿童追求智慧、习

得智慧的学问，对儿童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以及未来社会的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1）全方位培养儿童的哲学思维。教育的核心是学生的思

维过程，古往今来许多中外大教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启迪

学生的思维。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指

的就是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苏格拉底的座右铭则是“没有思想

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7]真正的教育是要充实和完善人的心

智，把人的心灵从愚昧和狭隘中解放出来。作为一种思维方

式，哲学不是机械地灌输和死记硬背，而是思考、探究、理

解。通过儿童哲学课程的实施与渗透，激励和引导儿童积极思

考、主动探究，摒弃“重知识”的儿童教育模式下儿童对什么

事都不予质疑、不加批判的思维习惯，培养儿童乐于思考、善

于思考的哲学思维。

2）帮助儿童构建智慧人生。李普曼与杜威都认为，学校

的主要目的就是创造环境让学生获得意义和学会如何思考，而

儿童哲学课程的开设可帮助儿童获得意义。儿童自诞生那一刻

起，就没有停止过探究，他们总是渴望了解各种事物的意义，

年幼的儿童总是不断对各种事情发问，试图弄清楚事物背后的

原因与道理。他们是天生的探究者和思考者，而我们现在的教

育是用大量知识填充儿童的大脑，没有教会儿童学会思考。儿

童哲学课程的实施使儿童好探究的天性得到保护和发展，使儿

童在不断追问和探索中形成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而这种习惯

对于儿童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儿

童期的智慧也会延伸到儿童一生的发展。

3）给儿童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社会地位。“重知识”的

儿童教育往往将儿童视为被动接受知识与经验的机器，总是习

惯于“帮”儿童做决定，“以为”儿童什么都不懂，总是为儿

童安排好一切，忽视了儿童的能动性和对儿童独立人格的培

养，从而在无形中扼杀儿童的创造力和儿童智慧的发现。在儿

童哲学中，对话不再是单纯的言语应答，而是各种价值相等、

意义平等的意识主体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儿童哲学课程的实

施注重儿童的独立性，鼓励儿童主动思考、开拓思维，通过一

个个寓言故事、一个个辩论主题、一个个穷追不舍的问题、一

个个寓意深刻的哲学话题来启发儿童思维，激励儿童发现问

题、主动思考和探究问题，从而实现儿童智慧的迸发。在这个

过程中，儿童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效能感不断增强，在独立思考

与探究的过程中获得独立的人格和与成人平等的社会地位，自

我意识得到增强，变得更加有想法、有创造力。

儿童是未来播撒在今天的种子，未来的发展依靠当下的儿

童，“重知识”的儿童教育难以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全面健

康发展的智慧儿童，而哲学思维是开启儿童创造力、挖掘儿童

智慧、培养全面发展的儿童所必须的，实施和探究基于儿童哲

学课程的“重智慧”的儿童教育对于儿童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也决定了其在儿童教育乃至整

个教育领域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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