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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本报的相关采
访中，“亲近母语”论坛主持人
徐冬梅曾发愿，为了让孩子获
得对生命、世界的美好认知，
让孩子的人性更加完善丰盈，
要用实际行动探索哲学教育。

本次论坛演讲中，徐冬梅
重申此愿，并以谦卑之词结
尾：“我不怕浅薄，愿意在这样
的平台上把儿童和哲学作为
主题，愿意来点一盏灯，守一
方土。”

自从教育界敏锐者提出，
“中国教育有政治课而无哲学
课，是对学生精神成长的一种
伤害”，怎样让真正的哲学教
育进入课堂，成为很多教育探
索者的思考议题。

“教育意义在于塑造人的
灵魂，唤起人的灵魂力量，教
育的作用不仅作用于人的认
识和思维，更要作用于人的人
格和信仰。教育的目的是让
儿童在世界互动中可以获得
良好的心性，可以拥有人生生
命的智慧。”

徐冬梅对儿童哲学寄予
极大期待，“希望通过儿童哲
学教育的探讨为教育找到灵
魂，而不仅仅是方法。”但是，
儿童哲学教育对教师本身提
出了极高要求，至少需要具备
儿童心理发展、儿童思维认知
发展、教育技术以及哲学等领
域的知识。究竟如何实践，则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个流动的、跳跃的，尚
无固定定义与系统诠释的教育
命题，在满怀教育理想的人们
中相递，究竟会有怎样的风景
开拓出来，仍是朦胧的期待。

走近儿童哲学：为教育找灵魂
中国首届儿童哲学教育论坛，引动教育新思路

对于成年人而言，温柔
美好地看取世界，是一种能
力；对周身所在的世界，始
终保有如初次相见的好奇
与惊奇，是一种能力；在现
实中历经失意挫折，却仍信
任世界并有所期待，也是一
种能力；于所有人都以为是
理所当然处，坚守一片不一
样的风景，更是一种能力。
而对于孩子而言，这些能力
与生俱来，他带着信任与善
意来到这个世界，慢慢长
大，慢慢探索、接纳、理解
世界，并成为它的一部分。

孩子们于成长的过程
中，经受着独立思考的艰难
与荣耀，享受着探索世界的
快乐与惊喜，充盈着对未来
的希望。却可能在长大之
后，变得麻木，屈从规则与
习俗，丧失自己的独立思
考，对生活心生倦怠，对生
命丧失热情。

正因如此，美国哲学家
李普曼认为，儿童以其强烈
的好奇心和独特的方式，在
成年人想不到的地方，进行
具有哲学特点的思考，探究
着具有亚里士多德式的逻
辑概念、法则，以及关于思
想、心灵、真理、知识、信念、
正错等哲学命题。如果加
以适当的引导，他们将成为
更健全、理性、美好的人，未
来之时代，也将更令人期待。

上世纪60年代，李普曼
创立儿童哲学研究室，组织
编写了儿童哲学教材，并成
功地在美国中小学推行实
践，之后很多国家都将其引
进。儿童哲学教育，也是当
今教育界的前沿领域，其本
身所拥有的那种美好希冀，
它所散发的理想光泽，吸引
了很多教育人士。近年来，
中国教育界也开始了自己
的探索。

2012 年 3 月底，为期三天的
第八届“亲近母语”教育研讨会，
在杭州举行，论坛主题为教育界
前沿领域“儿童与哲学”，研讨形
式包括现场授课、说课、评课以
及演讲，授课者中，有同济大学
哲学教授陈家琪，独立教授郭初
阳，以及一线小学语文老师，而
演讲者中，有儿童文学作家梅子
涵、儿童教育研究者朱自强等。
千余名中小学教师从全国各地
赴杭参会。

这是中国首届以“儿童哲
学”为主题的全国性公共教育论
坛。关于儿童哲学教育与研究，
本报 2011 年 8 月 20 日的专题

《儿童哲学书，该怎么爱你？》，曾
有一定讨论。

因“儿童哲学”教育在中国
起步较晚，理论者与实践者各执
一词，并无定论。使得本次论坛
充满探索与思考的气质。为数
不少的老师，甚至是第一次接触
到“儿童哲学”。故而，无论是台
上执教者演讲者，还是台下观察
思考者，皆持心无定论，辗转于
理解与质疑、同情与困惑、悦纳
与抵抗间。

“中国很多教育活动，主题
是封闭的，老师的现场课堂，是
多次精心排演的，像一场大型演
出。而亲近母语教育论坛则是
开放的，原生态的，充满争议、挑
战与冒险，这正是其迷人之处。”
杭州一位小学教师告诉记者，她
被“亲近母语”吸引多年，每次身
临其中，总有一些感动。

示范课堂1：
郭初阳 华丽的冒险

独立语文教师郭初阳一直
在努力让课堂变得更加自由、开

放，尝试将中国当下教育缺失的
成分，如公民教育、性教育、爱的
教育、死亡教育等纳入自己的课
堂，以一己之探索实践，改变着
人们对语文课的理解与期待。

在儿童与哲学论坛上，他当
场执教的内容，为《申辩：从苏格
拉底说起》，文章选自《苏格拉底
最后的日子》一书，是苏格拉底
申辩的一部分。苏格拉底之死，
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事件，一
位勇于探索真理的思考者，最后
被人们以毒害青年和不敬神之
罪，民主表决处死。他临死前在
五百人组成的陪审团前为自己
申辩之文，亦是哲学研究的重要
文本。

郭初阳的课堂自由流畅，对
课堂教学技术的运用炉火纯青，
以至于大家不再注意课堂，而将
注意力集中于课堂议题。在他
的引导下，学生非常顺畅地将思
考推近至这一观念：“自知无
知”，认识自己的局限，认识自己
的无知。

郭初阳说，这节课的设计过
程中，他念念不忘当年的法国教
育部长阿尔贝·雅卡尔《睡莲的方
程式》中的名言：“即使是最微妙
的概念也可以很早就介绍给青少
年，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完全理解
这些概念的所有细节，但目的是
要激发他们的兴趣，进一步探
索。不是要详细地探索一个新领
域，而是在这个领域里转一转，激
发他们的渴望。”

示范课堂2：
陈家琪 尖锐的挑战

陈家琪是本次论坛惟一现
场执教儿童哲学课的大学教
授。他对中国社会缺乏理论研

究的兴趣与热情，多次表示失
望，“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
习惯和爱好，非常可怕。”

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其哲学
式的怀疑与批评若已消磨殆尽，
那么剩下的就是缄默麻木地认
可现状，没有希望，没有改变的
能力，也就容易被驱使、被操纵、
被愚弄。而陈家琪之所以愿意
尝试儿童哲学教育，就是希望在
这样的问题面前有所为。

陈家琪授课内容，是哲学鸟
飞罗系列中的一本《要是我不遵
守规则》。因久居大学，陈家琪
习惯了那种自己讲学生听的授
课方式，他没有备课，打算带着
一颗哲学的脑袋上台，把书中的
讨论引向哲学层面的思考：人类
制定规则，首先是限制有权势
者，大家让渡一部分自由以换取
有保障的自由。但是规则并不
能限制人的自由，因为有一个重
要的假设是，人生而自由，为不
可剥夺的价值，与人为的规则、
法律无关。

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把握
一个抽象概念，跳出故事结合现
实做更深的思考，不是学生所习
惯的课堂思考方式。由于学生
尚缺乏持续深入的思考训练，老
师缺乏为孩子搭建思考阶梯的
教学技巧，使得整个课堂变得很
焦灼。一次失败的尝试。

问及为什么要给儿童讲一
些哲学？陈家琪说，无非是为了
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培养起理
论思维的能力，要讲逻辑，要相
信人是会讲道理的，相信道理本
身就有力量。这样，我们的孩子
们就会激发起自身的潜能，而且
会变得专注、用心，因为要不停
地动脑子想问题。也只有这样
的孩子才是我们的未来。

“亲近母语”：开放的探索 现实关怀：
为教育寻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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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朋友在“亲近母语”课堂上听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