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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为什么要学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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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哲学，当这两个词语放在一起，或许有人疑惑：哲学，大人还搞不清楚呢，儿

童，有必要学吗？ 

  周国平曾这样回答：如果你只想让孩子现在做一架应试的机器，将来做一架就业的机

器，当然就不必让他“学”哲学了。可是，倘若不是如此，你更想使孩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

人，哲学就是“必修课”。通过对世界和人生的那些既“无用”又“无解”的重大问题的思

考，哲学给予人的是开阔的眼光、自由的头脑和智慧的生活态度，而这些品质必将造福整个

人生。 

  今天，我们刊发的这组文章，从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儿童为什么要学点哲学？ 

  儿童学点哲学，也就是要学会把一个概念放在与另一个概念的关系中，加以辩证的思考

和讨论。 

  能脱口而出，却又懵懵懂懂 

  儿童学一点哲学，是一种可以引导、培养的兴趣。 

  哲学是做什么的呢？就是要把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起来。 

  儿童们通过识字已经学会了许多概念，但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使这些概念变得具体，

包括爱、友谊、朋友、纪律，甚至生命、死亡的意义等等。哲学的事业就是要捍卫对人类而

言的一些最基本概念的力量，不要使之口号化、平庸化、抽象化。 

  比如“权利”，如果只讲“权利”，它也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领域里。我们在对儿童讲

到“权利”时，必须要讲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同时又是人类的一部分，他们在权利方面

所具有一系列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同时要讲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讲到平等这个概念。至于

“权利”的来源，还可以提一下“自然法”、“人性论”等等不同的说法，让孩子们知道这

是一个古今中西在一直争论并逐步争取到的概念，人们用这个概念来论证、推理、捍卫自己

的有关诉求。 

  儿童会遇到哪些哲学问题？ 

  说是讲“权利”，为什么又会引出“特殊性与普遍性”“平等”“义务”这些概念呢？

是不是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呢？这也是许多人惧怕或拒斥哲学的一个原因，但这恰恰说

明一个民族的理论素养、理论兴趣的重要。 

  要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就要从儿童开始培养哲学素养与兴趣。哲学讨论的是概念之间

的辩证关系，而且大都是成双成对的概念，其中就包括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本质与现

象、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等。这些概念具体到儿童的生活中，往往体现在：学习上遇到的“上

网与读书”“超脱与执著”“苦学与乐学”“自由与纪律”“自主学习与接受性学习”“付

出与回报”“特长与全面发展”“个人前途与社会需要”等等辩证关系。儿童学点哲学，也

就是要学会把一个概念放在与另一个概念的关系中，加以辩证的思考和讨论。 

  了解公德与私德关系，是儿童学一点哲学的重要任务 

  对孩子们来说，个人的道德培养、道德教育无疑是很重要的，中国传统社会所重视的一

直就是私德，比如“五伦”关系中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对“五伦”中人，要

亲爱、尊重、有礼，但不是亲友的“生人”，不在“五伦”中的道德要求之内，我们就不知

如何面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涉及对陌生的人的尊重，涉及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的

公德意识。 

  我读过侯建飞先生《北欧孩子的“公共意识”》和王开林先生《四个国家的“小学生守

则”比较》两文。前者讲他在北欧旅行，那里的孩子在“公共场所”非常安静，很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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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会大声说话；后者介绍日本、美国、英国的《小学生守则》，注重的都是个人安全、卫

生以及如何与人相处，而中国的《小学生守则》强调的是一系列热爱、孝敬、诚实、自强。

于是就有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一篇文章，题为《素质提升需要培育“公共性”》。我们

的儿童，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乱扔纸屑，在公交车上抢占座位，在商场电梯上打闹等等，

均不鲜见。所有这一切，均说明培育公共意识，开展公德教育，与意见不同的人各抒己见，

求同存异，实在是我们在各种需要“从娃娃抓起”的教育中，最为缺乏、也亟待解决的一个

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个人的私德好了，自然也就有了公德心。其实不一定，因为道德说到

底，并不是为了证明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而是要看它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物（比如自

然界、动植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倾听不同意见等

等。所有的孩子都要经历学校的生活环境，这一点注定了他们必须以不同于在家庭、在父

母、在爷爷奶奶面前的样子出现。在这种“新的样子”后面所提出的，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

哲学问题。所以，让孩子们了解公德与私德的关系，是儿童学一点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陈家琪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儿童如何学哲学？ 

  一如儿童洞穿“皇帝新装”的把戏，尽管儿童的哲学表达比成人稚嫩，但他触及的哲学

问题的深度很可能是不亚于成人的。所以，对儿童开展哲学启蒙教育并非不可思议，恰恰是

根植于儿童的哲学天性。 

  儿童的求知欲，他们的自由游戏心态，非常合乎哲学问题产生的情境。在我看来，儿童

的本源思维、灵性思维、直觉思维、纯粹思维更像一种非二元对峙或分离的现象学哲学思

维，可能比汲汲于俗世功利的成年人更容易接近世界的真相，一如儿童洞穿“皇帝新装”的

把戏，尽管儿童的哲学表达比成人稚嫩，但他触及的哲学问题的深度很可能是不亚于成人

的。所以，对儿童开展哲学启蒙教育并非不可思议，恰恰是根植于儿童的哲学天性。 

  同样，指导儿童学习和思考哲学问题的策略也可以从他们的哲学天性中寻求答案。我这

些年一直在小学开设哲学课，和孩子们讨论诸如“自由”“平等”“文明”“童年”“爱

情”“幸福”“智慧”“知识”“语言”“生死”等看上去深不可测的哲学话题，但由于依

循儿童的哲学天性，他们学起来还真的兴味盎然，而思考的深度与高度也足以让大人啧啧称

奇。概括起来，大约有四个要素是特别有益于增长儿童哲学智慧的： 

  一、悠然闲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指出“闲暇”是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条

件。有了闲情逸致，才有可能自由地思考宇宙人生的种种问题。儿童的哲学思维训练也最需

要在闲情逸致的自由状态下进行。每次给小学生上哲学课，我都尽情释放他们的自由天性，

甚至允许学生以各种随意的姿势听课、讨论，只要不影响他人，均不限制。 

  二、激发好奇。激发好奇心的最好时机应当是孩子们产生认知焦虑的当口。苏格拉底认

为，有必要采用适当的“讥刺”手法，迫使学生陷入矛盾，承认自己的“无知”，进而形成

强烈的求知的欲望。和孩子们谈论哲学问题，我也经常采用这类方法。例如讨论“平等”问

题，我问孩子蝴蝶与犀牛玩跷跷板谁赢，当他们众口一词地宣称犀牛赢的时候，出示的却是

一张二者没有输赢的奇特图画，令孩子们大为惊讶。我请他们反思这种平衡与对等是否可

能，顺理成章地引出平等的话题，有学生说：“他们的人格是没有轻重、高下之分的”；又

如讨论“自由”问题，让孩子们尽情想象进入他们所理解的“自由王国”的各种情形，进而

轻易得出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结论。此时，我让他们将这个结论和中国成语“为

所欲为”做比较，引导他们讨论“自由难道就是‘为所欲为’？”孩子们立即开始热议，而

当他们得出“自由是要受限制的”结论后，我又问：“当这种限制走向极端，那时自由又意

味着什么？”新的困惑与好奇又产生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又引导他们进而研究

“消极自由”的问题，不断丰富哲学见识。 



  三、诗意之思。有人说，哲学是“科学加诗”。哲学固然要遵循类似科学的理性逻辑，

但它本身又是充满诗意的，而且可以通过“诗意之思”通达人生智慧的。包括童话、寓言等

在内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不乏哲理内涵，用文学作品进行哲学启蒙其实更合乎儿童的天性。

孩子诗歌常常不仅是杰作，而且不乏哲学元素。“小朋友的地球，应该成为超级游乐场。汽

车都去钻地道吧，马路给我们踢足球，轮船全都改成飞艇，大海给我们开碰碰船。在南极和

北极之间，再造一列空中飞车，转眼间，就完成环球旅行。”这首《地球游乐场》是美国八

岁小孩玛丽的诗作，充满对自由游戏的渴望。我就从这些童诗入手，和孩子们研究起“童年

的秘密”来。 

  在进行哲学启蒙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向孩子们推荐一些比较专门的儿童哲学读

物。例如舒比格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拉贝和毕奇的《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

柏尼菲等编著的《儿童哲学智慧书》、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等。我相信，随着我

国儿童哲学教育的推进，也一定会涌现一批儿童喜闻乐见的中国作家原创的这类读本。 

  四、自由对话。哲学教育最反对向学生灌输现成的知识，因为哲学思维是一种反思性思

维，只能通过心灵的激荡与智慧的碰撞，或者说通过对话，推进自我省思，促成自我意识的

扬弃。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认为，哲学探究可以通过团体对话的方式完成，探究就是

“由怀疑到确信的过程”，整个过程经历“不安”“怀疑”“寻求答案”“形成假设”“对

照经验”“消除怀疑”获得“安定”等环节，进而又产生新的“不安”，如此循环往复，信

念渐趋坚定。 

  我曾和孩子们讨论过“幸福”问题，这是一个哲学难题，不过我们还是决定试一试。大

家首先共同阅读了德国知名作家尤塔·鲍尔的绘本《幸福》，并一致同意用“圆”来表示绵

羊赛尔玛看似简单重复的幸福景象。尔后就五个方面的问题开展对话：这样一个代表幸福的

“圆”是不是有点太单调乏味了？赛尔玛真的每天在完全重复昨天的事吗，如果不是，那么

这一个又一个代表幸福的“圆”连缀起来应当是怎样的“圆”？如果仅此一天或一次（例如

一个流浪者或乞丐难得吃上一顿嗟来之食），能称得上幸福吗？是什么让赛尔玛觉得周而复

始地重复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个代表幸福的“圆”难道意味着没有任何缺陷的绝对“圆

满”吗？这五个问题差不多把幸福的全部哲学内容，如平凡人追求幸福权利的神圣性、幸福

涉及人的一生需要不懈追寻、“福”与“德”的关系、绝对幸福圆满的虚幻性等，都涵盖其

中了，整个对话过程充满了紧张不安、激烈争论和解惑后的释然。最后，当我出示了捷克作

家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大家对它的深刻含义已心领神会：幸福是

一个又一个的小“圆满”；是一次又一次心灵“螺旋式上升的循环”；一遍又一遍地毕生追

求。 

  （李庆明 作者系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总校长） 

  哲学其实很有趣 

  以前听大人说起过“哲学”，但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只觉得好玄好玄。心想会

不会上成催眠课啊。但结果证明我想错了，哲学其实很有趣。 

  那节课，我们聊的话题是“文明”。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李校长竟然从大家羞于启齿

的“小便”“大便”（他还美其名曰“便便”）开讲，最不能接受的是他还声情并茂地朗诵

《还珠格格》里那副俗气得要命的对联∶“花园里，桃花香，荷花香，桂花香，花香，花

香，花花香；大街上，人屎臭，猪屎臭，狗屎臭，屎臭，屎臭，屎屎臭。”可是，听他一本

正经地介绍大小便和厕所的历史，我们还真的从中悟出点文明的道理来，原来哲学离我们的

生活这么近啊，难怪庄子要说“道在屎溺”了！ 

  接着，李校长一连问了几问：“文明是什么？文明的‘文’是什么？文明的‘明’又是

什么？”我们不问对错，乘着兴致信马由缰地瞎说一气，其实这正是校长需要的，我们就这



样从“错误”开始了渐入佳境的讨论。讨论过程非常轻松自由，还不时穿插些诗歌、绘本、

故事等，特别是我们熟悉的绘本《大卫，不可以》，然后我们研磨了一番“‘不可以’意味

着什么？”的问题，明白了“不可以”背后蕴涵的“不伤害”“尊重”“底线道德”等道

理，最有趣的是讨论生活中的许多文明细节，例如“吐痰问题”“用餐问题”“眼神问题”

“鼻涕问题”“放屁问题”等，既有趣又令人深思，这些问题的确是我们时时处处要注意

的，但我们却很少有这份心去思考它们。 

  课上完了，却意犹未尽。久久回味才知道，李校长要告诉我们的并不局限于“文明”，

在平常的生活遇到的小事情里，其实都可能蕴藏着大道理，不仅“道在屎溺”，而且“道在

万事万物中”。道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要靠自己去领悟。学哲学不也是这样吗？生活中的

许多事物都需要领悟，如果不领悟，永远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或假象，对生活多一点敏感，

多一点观察，多一点思考，即使“便便”之类的现象也不放过，我们的领悟力就会越来越

强，对生活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刻。 

  （竺若艾 作者系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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