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宋鸽 电话：010-82296728 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572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师生之间

“小杨老师”
□石春红

教师成长2019年10月16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说知性□王元化

每周推荐

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王元化（1920—2008），著述宏富，广涉中外古
今。在思想、历史、文化、文学、艺术诸领域，都富有创见。

这里，选刊《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一文（节选；题，小编拟），以一窥王
元化先生的学术。文章论述“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知性。这一观点，
于认识论有独创之功，是应该载入思想史的灼见。

所论乃哲学问题，语汇、行文，自然质胜于文。这可能是对我们阅读
习惯的一个挑战。不过，值得。

第三自然段“从贺译”中的贺，是贺麟先生（1902—1992）。 （任余）

随看
随想

我们习惯把认识分为两类：一类

是感性的，另一类是理性的；并且断

言前者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

和外在关系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对于

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

认识。这样的划分虽然基本正确，但

也容易作出简单化的理解。因为它

不能说明在理性认识中也可能产生

片面化的缺陷。例如知性在认识上

的性能就是如此。

康德曾经把认识划分为感性—

知性—理性三种。后来黑格尔也沿

用了这一说法，可是他却赋予这三个

概念以不同的涵义。黑格尔关于知

性的阐述，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对

我们颇有启发。笔者将要在本文中

借鉴他的一些观点。

这里先谈谈知性的译名。知性

的德文译名是“Verstand”。我国过去

大抵把它译作悟性。黑格尔《美学》

中译本有时亦译作理解力。现从贺

译译作知性。这一译名较惬恰，不致

引起某种误解，而且也可以较妥切地

表达理智区别作用的特点。

我觉得用感性—知性—理性这

三个概念来说明认识的不同性能是

更科学的。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

很重要。作出这种区别无论在认识

论或方法论上，都有助于划清辩证

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根据我的浅

见，马恩也是采用知性的概念，并把

知性和理性加以区别。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我如

果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

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

的规定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

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

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

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

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

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

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

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整

体了。”从这段话看来，马克思也是

运用了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概

念的。如果把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概

括地表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公式：

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感

性）——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

单的规定（知性）——经过许多规定

的 综 合 而 达 到 多 样 性 的 统 一（理

性），马克思把这一公式称为“由抽

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且指出这

种 方 法“ 显 然 是 科 学 上 正 确 的 方

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和这种方

法相对立的，则是经济学在初期走

过的路程，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

家（他们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些启

蒙学者一样，把“思维的悟性［知性］

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就是

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通

过知性的分析方法把具体的表象加

以分解，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

来越稀薄的抽象。这也就是说，从

感性过渡到知性就止步了。马克思

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则是要求再从知性过渡到理性，从

而克服知性分析方法所形成的片面

性和抽象性，而使一些被知性拆散

开来的一些简单规定经过综合恢复

了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达到多样

性统一。从这一点来看，黑格尔说

的一句警句是很正确的，那就是理

性涵盖并包括了知性，而知性却不

能理解理性。

简括地说，知性有下面几个特

点：一、知性坚执着固定的特性和多

种特性间的区别，凭藉理智的区别作

用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它

把我们知觉中的多样的具体内容进

行分解，辨析其中种种特性，把那些

原来结合在一起的特性拆散开来。

二、知性坚执着抽象的普遍性，这种

普遍性与特殊性坚硬地对立着。它

将具体对象拆散成许多抽象成分，并

将它们孤立起来观察，这样就使多样

性统一的内容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

的规定、稀薄的抽象。三、知性坚执

着形式同一性，对于对立的双方执非

此即彼的观点，并把它作为最后的范

畴。它认为对立的一方有其本身的

独立自在性，或者认为对立统一的某

一方面，在其孤立状态下有其本质性

与真实性。

由于知性具有上述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当我们用知性的分析方法去

分析对象时，就往往陷入错觉：我们

自以为让对象呈现其本来面目，并没

有增减改变任何成分，但是却将对象

的具体内容转变为抽象的、孤立的、

僵死的了。

不过，知性在一定限度的范围

之内也有其一定的功用，成为认识

历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我

们不应抹煞它在从感性过渡到理性

的过程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知性

的作用可以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

说明：“没有理智便不会有坚定性和

确定性。”

……

诚然，知性不能认识到世界的总

体，不懂得一切事物都在流动，都在

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亡。但

是当我们要去认识构成总体的细节，

就不得不凭藉知性的区别作用，把它

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整体中抽出来，

从它们的特性以及它们的特殊原因

与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

（选自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

与学生小杨一起走过近一年时间，他

的一些特殊举动已渐渐消失，可今天不知

道怎么回事，又看到他“习惯性”的动作：

一个人站在教室门前，歪着头有节奏地拍

手，不时咧一下嘴。每每有孩子回头看

时，他会拍得更起劲。

我盯着他，或许是被察觉到了，小杨

冲我一笑，便扭头跑回教室。我跟着走进

去，开始上早读课，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对有些孩子来说，过去或许被误读，

而遇见新老师恰好是一个修正的机会。

课堂上，小杨总是低头画着什么。一

周观察下来，我发现小杨在课堂上有所进

步，偶尔能够举手发言，作业不管怎样至

少天天上交。那我是不是可以对他稍稍

提高一点要求呢？

一次课堂上，我一边讲练习，一边向

他的位置移动。眼睛瞄过去，我发现他在

画格子，密密麻麻的，还用红笔和黑笔在格

子的交叉处点了点儿。我竖起食指对他摇

了摇，他马上打开语文课本。不到两分钟，

我再次看向他时，他又开始画格子。

“你在画什么呀？”我走过去轻轻问。

小杨低着头，默不作声。

“你画的这么好看，老师看不懂，能讲

给我听吗？这么多线和点，有什么秘密？”

对孩子示弱，有时真是一个好办法。

他乐了，眼睛一亮，大声地说：“是五

子棋。”“你好厉害，居然能画出棋盘，那红

色黑色的点是不是棋子？”我继续假装不

懂。这下他可得意了：“我自己和自己下的。”

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样子，我有些难以

置信，一个 10 岁的孩子居然能这么完整

地记住棋盘，并完美无缺地画出来，这要

怎样的热爱才可以呀。

于是，我和小杨商量了一下，由我出

面和他爸爸谈，给他请个五子棋老师。条

件是他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做我的“老师”，

每天跟我下一局，直至把我教会。

看着小杨兴奋的样子，我趁机和他约

法三章：“不该拍手时，努力控制自己。至

于课上画棋盘，我觉得……”话还没说完，

他便抢着说：“我以后不画了，上课好好听

课，尊重你。”“不仅是尊重我，而是尊重所

有的老师。”他愉快地答应了。

虽然我不知道小杨是不是真的能做

到，但我们一起努力的过程让我对他充满

信心。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尺子来衡量

孩子，我们总是关注课堂上发生了什么，

而忽略了孩子的现实状况。我看到的是

小杨违反课堂纪律，而小杨做的却是他觉

得快乐的事。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他是

自己的“王”。

从今天起，我是学生，他是“小杨老师”。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

时间来到 2018 年秋季开学，

庆生小学迎来了年轻的特岗教

师。年轻人的到来，给学校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

我曾听过这样一段话：“青春

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

春，只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

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

的人。”

执教音乐的王海默老师只有

23 岁，海默老师的课堂像她的年

龄一样，充满着青春的力量，充满

着 青 春 的 求 知 ，充 满 着 青 春 的

希望。

来到学校后，海默老师就写下

了入职座右铭：“青春正好，越飞越

高。”话语虽然简单，却是一个拥有

青春的年轻人的奋斗目标。

她 是 这 样 写 的 ，也 是 这 样

做的。

2019 年春季，互加计划美丽

乡村网络公益课程在通化县展开，

海默老师积极参与，报名“快乐音

乐”课程。海默老师是个做事认真

的人，自从参加“快乐音乐”课程

后，她就没清闲过，每天的时间安

排总是满满当当的。

村小的孩子是那么渴望新鲜

事物，“快乐音乐”是小学高段课

程，原本只安排六年级一个班级

上。因为这门课实在让人喜爱，海

默老师主动向校长请示，建议安排

五年级孩子一同学习。大家都在

想，两个班一起上课，人数增加会

出现各种麻烦，年轻人能上好吗？

但一切都被海默老师巧妙化解了。

为了上好“快乐音乐”课，海默

老师精心备课，每周她都会提前把

上课用的歌词打印好发给孩子

们。自己也提前把歌词的节奏、旋

律等练习好，一切都是为了应“万

变”。她的每节课总是那么激情澎

湃，孩子们总会盼望着下节课快点

到来。

班里有一位“特殊智力”的女

孩，之前女孩每天上课都坐不住。

自从有了“快乐音乐”课，她能整节

课留在教室了，也能跟着一起哼唱

歌曲了。更神奇的是，从不动笔的

女孩，有一天竟然拿着一个本子给

老师，海默老师一看，激动到眼泪

都掉了下来，本子上画着一些在课

上学过的音符和节奏符号。原来，

教育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海默老师是个有心人，平时很

注重开发身边的教育资源。她让

孩子们收集塑料瓶，处理干净后进

行改造，装上各种粮食颗粒，漂亮

的打击乐器就做成了。在课堂上

用自己精心制作的打击乐器学习

时，孩子们开心极了。这样的教学

辅具还有许多：头饰、手环……许

多教学辅具甚至是海默老师回家

工作到深夜才赶制出来的。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每节课的板书，海默老师都陪学生

一起设计。海默老师的板书设计

一直被助教老师表扬，且作为优秀

板书供大家学习。海默老师说自

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用心去做

真教育，用快乐音乐打动孩子们的

心灵”。

青春，是人生中最美丽的季

节，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青春融入事

业时，他的青春不会流失，事业也

必将在岁月的历练中折射出耀眼

的光芒。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

“人生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明

确的目标。”

海默老师的故事还在继续……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通化县英

额布镇庆生小学）

青春正好 越飞越高
□邱 行

关键人物

童心绘师 这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我喜欢她的原因是，她正直善良，教学有方，充满爱心。

合肥师范附小二小 俞紫萌 指导老师：郑军

成长记录

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赵小兰

我是一名乡村教师，95 后，爱孩

子，爱画画，爱给自己灌“鸡汤”。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家乡成为

一名幸福的乡村教师。工作初期，我

遇到两个难题，一个是生活上的，一

个是教学上的。

在得知学校不解决住宿时，我托

亲戚在镇上租了一套房子。买了桌

子、沙发、书柜、厨房用具，甚至还贴

了墙纸，我带着一只猫和一只狗，准

备过“房子是租来的，生活是自己的”

日子。可是，在我布置好之后，房东

却告诉我他把房子卖了。于是，在一

个下雨天我把东西全部搬回了乡下

的老家。虽然我很难过，也很委屈，

但是生活依然还得继续。

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有许多。我

是美术专业毕业，但是因为严重缺

乏师资，学校让我教语文、当班主

任。不过当班主任的一年间，虽然

很累，却无比幸福。班上有 58 个可

爱的孩子，他们每天开心地和我说

“早上好”，放学时说“再见”。每次

上课，讲台上总是有学生送的小礼

物、小卡片，画着小动物、花朵和穿

裙子的我。

我喜欢画画，也喜欢给孩子们

上 美 术 课 。 乡 村 孩 子 需 要 美 术 教

育，他们能接触到的东西本就相对

较少，我想通过美术课堂让他们发

现 生 活 中 无 处 不 在 的 美 —— 城 市

里的灯红酒绿是美，乡野里破旧的

老屋也是美。而且，美术不仅仅是

画画，画画也不仅仅是画在纸上，

我们可以去河边捡石头，画上可爱

的鼻子、眼睛、嘴巴，就变成一个可

爱的小玩偶；我们可以去树林里捡

松果，用来做手工；我们还可以去

田野里玩泥巴、捏陶人。美术教育

可以抚慰学生幼小的心灵，让他们

获得成就感，成为自尊、自信、幸福

的孩子。

虽然教语文、当班主任，我依然

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把美术融入语

文课堂，在拼音教学时，让孩子们动

手做字母卡片；教古诗时，让孩子们

为诗歌配画。课余时间，我坚持画

画、练字。今年9月，学校来了一批新

教师，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美术

教师。

其实工作之后，我有时无比渴望

再回到校园继续学习。我觉得自己

在教学上还有许多不足，害怕自己教

不好学生、带不好班。虽然经过一年

的努力，我们班在全年级 9 个班中语

文成绩排名第二，但是我依然热爱我

的美术专业，想要学习更多知识充实

我的美术课堂。我开始学着真正关

怀学生，尊重学生，俯下身去倾听孩

子。上课的提问方式从“你们听懂了

吗”，变成了“需要我再讲一遍吗”；孩

子发生打闹时，我会第一时间询问他

们有没有受伤，而不是直接指责他们

为什么打架。

今年暑假，在杭州师范大学接受

了5天培训后，我感觉收获颇丰。我很

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渴望

遇到更多的名师，聆听他们的观点。

我用手账的方式记录了学到的点点滴

滴，没想到竟然获得大家的一致好

评。于是，我在暑假给自己报了一个

网课班，坚持系统学习手账插画。虽

然我是一名教师，但我一直以一个学

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我需要学习

的东西还有许多。

“幸福比优秀更重要”这句话是

我大学期间在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宣讲会上听到的，它从此成为我的人

生格言，也是我教育孩子的初心。中

学时，学习并不出色的我被评为“校

园十佳学子”，还代表学校出去参加

过长跑比赛……我接受过这样的素

质教育，所以我相信，用这样的方式

培养出来的孩子是幸福的。就像现

在，在大城市接受教育的我，再次选

择回到家乡基层工作，我的内心是富

足的、充实的。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宣汉县胡家

镇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