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总第２８９期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５　２０１７
Ｓｕｍ　Ｎｏ．２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６４／ｊ．ｃｎｋｉ．２２－１０６２／ｃ．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９

论教育知识的真理观
———基于从“纯粹理性”向“合理性”嬗变的审视

刘秒杞１，２，王小英１，３

（１．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２．东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３．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１４ＹＪＡ８８００７０）。
　　［作者简介］刘秒杞（１９８４－），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王小英（１９６３－），女，吉林四平人，教育部幼儿园园

长培训中心副主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教育知识的真理性作为教育知识的价值取向，规定着教育知识的元认识和生产标准，在其发

生发展中深受哲学中理性观念的影响。文章试图通过梳理哲学中理性的演变，进而对教育中的真理观作以

分析。从中可以看到，从“纯粹理性”向“合理性”的转变，正是展现了教育知识真理性走向开放、走向实践的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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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性 是 衡 量 教 育 知 识 的 核 心 标 准。对 教

育理论的 建 构 一 定 意 义 上 即 是 对 教 育 知 识 真 理

性的追寻。因而坚持什么样的真理观，持有对教

育知识真理性的何种理解，对教育知识的形成乃

至教育知 识 的 功 能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教 育 知 识

的真理性作为教育知识的价值取向，规定着人们

对教育知 识 的 反 思 和 生 产 标 准，“什 么 是 教 育 知

识中的真理性认识”，“如何实现对教育知识的真

理性认识”不 仅 是 一 种 对 教 育 知 识 的 价 值 判 断，

更是人们 在 教 育 中 的 认 识 方 式 和 行 为 方 式。教

育知识的真理性作为教育知识的价值取向，规定

着人们对 教 育 知 识 的 反 思 和 生 产 标 准，“什 么 是

教育知识中的真理性认识”，“如何实现对教育知

识的真理性认识”不仅是一种对教育知识的价值

判断，更 是 人 们 在 教 育 中 的 认 识 方 式 和 行 为 方

式。在思想 史 的 发 展 中，人 类 对“什 么 是 真 理”、
“怎样认 识 真 理”历 经 了 从 客 观 真 理 向 主 观 真 理

的发展，反 映 于 认 识 论 及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的 话 语

中，历经了从“纯粹理性”向“合理性”的嬗变。这

种真理观的演变反映于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也

引发了对教育知识认识和生产的巨大变革。

一、从“纯粹理性”向“合理性”的哲学嬗变

在西方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对

真理的理 解 历 经 了 从 客 观 真 理 向 主 观 真 理 的 转

变，也在真理观上引发了从纯粹理性向合理性的

转变。

（一）从客观真理走向主观真理

几乎自有哲学开始，理性就成为人们对现实

世界追问 的 根 本 议 题 之 一。早 在 巴 门 尼 德 的 哲

学中，对理性的追寻就被作为“真理之路”区别于

“意见之 路”被 提 出。在 巴 门 尼 德 看 来，所 谓“真

理之路”即 是“存 在 物 存 在”。在 巴 门 尼 德 看 来，

只有被理智、思想认识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才是

作为“真 实”而 存 在 的。因 此 对 应 日 常 中 不 为 理

智和思 想 所 把 握 的 事 物 则 是 作 为“非 存 在 的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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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是“意见之路”。在这种思考中，真理作为

人思考后 的 结 果 已 经 从 单 一 自 在 自 然 的 必 然 规

律中被分离出来。而在后来的两希哲学中，对理

性、真理的 理 解 集 中 于 对“努 斯”、“逻 各 斯”的 认

识中。其中，逻 各 斯 集 中 于 人 的 认 识 活 动 中，与

此对应努斯集中于人的操作性活动中［１］３８－４４。这

二者皆指 向 人 们 在 完 满 完 成 某 项 活 动 中 所 必 需

的认识或 思 考。这 种 真 理 性 的 认 识 蕴 藏 在 宇 宙

发展的必然历程中，人的理性行动只能展现或接

近这种自然中的终极真理，却永远无法与之同一

或真正地认识，正如柏拉图洞穴比喻中作为绝对

真理的太 阳 所 言 明。直 至 笛 卡 尔 从 对“我 思 考”

的进一步追问，得出真理是一种我们依赖上帝而

做出的判 断。包 含 终 极 真 理 的 宇 宙 为 上 帝 所 取

代。而自康德起，这种终极的真理最终被安排至

纯粹理性构成的物自体世界，与人所代表的表象

世界相对。至此，真理在概念中被确立为一种独

立于个人思考与认识外的客观自在之物。

在对真理的认识上，传统哲学正是通过从客

观真理向 主 观 真 理 的 认 识 转 变 中 实 现 自 己 的 现

代转向的。传 统 哲 学 中 的 真 理 独 立 于 人 思 考 与

认识之外，而成为宇宙万物一种无条件的终极前

提。在这一过程中，真理成为了一种源自客观的

信仰或 逻 辑 命 题，因 而 是 作 为 客 观 真 理 而 出 现

的。与此相对，现代哲学在自身的转向中重要的

就是对“非 人 身”客 观 真 理 的 批 判 性 反 思。无 论

是日常经验中的“合理而不合法”的事实，还是科

学领域中的“非 中 立 观 察”，都 使 人 认 识 到，真 理

与其说依赖于自在的自然，不如说依赖于人的主

体及其信念。因 而 是 一 种“主 观 真 理”。正 如 尼

采“上帝死 了，一 切 都 是 可 能 的”口 号 所 宣 示，这

种上帝之死从真理观层面上言，正是客观真理作

为非人身、非语境、非历史的纯粹理性，其合法地

位的 丧 失［２］７８－８２。由 此 尼 采 才 倡 导 从 人 身 出 发

“重估”包 含 真 理 在 内 的“一 切 价 值”。而 福 柯 从

尼采的权力意志出发，围绕知识与权力阐明了一

切真理本质上都先是历史的，所谓真理实质是我

们在解释与表述中一种特殊的话语，没有一种既

定的 无 须 解 释 的 纯 粹 客 观 事 实 作 为“真 理”而

存在［３］４３－５６。

从这种客 观 真 理 向 主 观 真 理 的 思 想 发 展 中

可以看到，对 真 理 的 认 识 历 经 从 非 人 身 向“从 人

出发”的转 变、以 客 观 纯 粹 的 事 实 向 理 解 把 握 世

界的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真理真正成为促

成自我反思的一种范畴。

（二）从纯粹理性向合理性的真理观嬗变

从客观真理向主观真理的转变，作为真理认

识上哲学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反作用于人们

对真理的观 念 及 认 识 上，引 起 了 价 值 论 上 从“纯

粹理性”向“合理性”的变革。

在传统哲学主导以客观真理代表的时代，受

客观真理影 响，人 们 对 真 理 的 认 识 往 往 以“认 识

符合人身以 外 的 事 实”去 把 握 真 理，由 此 产 生 了

以符合论代表、以纯粹理性为标尺的真理观。真

理作为一种 非 历 史、非 语 境 的 永 恒 存 在，包 含 着

人们对宇 宙 自 然 的 终 极 追 问。宇 宙 自 然 作 为 包

含这种终极 真 理 的 永 恒 存 在，也 是 回 答“什 么 是

真理？”“怎 样 认 识 真 理”的 最 终 尺 度 与 量 标。因

而这一 时 期 的 真 理 实 质 是 作 为“符 合 事 实 的 信

念”而出 现 的。对 应 在 价 值 层 面 的 真 理 观 上，仍

是一种基 于“符 合 论”对 纯 粹 理 性 的 追 寻。理 性

成为评价行为和认识的外在尺度。而与此相对，

当对真理 的 认 识 发 生 从 客 观 真 理 向 主 观 真 理 的

转化后，对真理的认识也越来越由与客观纯粹事

实的符合 向 与 把 握 世 界 的 人 身 接 近。真 理 不 仅

是一种对世界的判别，更是人们认识和生活的方

式，没有一种纯粹的抽象规定作为现实人的理性

要求。正是基于此，合理性方成为人们认识的重

要需求。对 比 纯 粹 理 性，所 谓 合 理 性，不 再 强 调

探寻一种纯粹的存在，而是一种人们信以为真的

理由。与之对应受主观真理的影响，则产生出在

实践中和语言中把握真理的方式，由此诞生出将

真理视为“使 语 言 一 致 的 信 念”的 融 贯 论 真 理 观

和“最实用现实的信念”的实用论真理观，而这二

者是以合 理 性 为 标 尺 的。而 从 合 理 性 的 视 角 反

观“何者是真理”时，真理不再是一种“符合事实”

的信念，更 是 使“语 言 一 致”的 信 念 和“最 为 适 用

现实”的信念，前者导致了“融贯论”的真理观，后

者导致了“实 用 论”的 真 理 观。这 种 从 理 性 向 合

理性发展所带来的真理观的转变，已日益深入到

我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索中。

一方面，从传统理性“符合论”真理观到合理

性中“融贯论”“实用论”真理观的嬗变，展现了现

代哲学真 理 观 走 向 实 践 的 反 思 取 向。在 客 观 真

理主导的时代，技艺上的善与美德的善同被看作

为理性的分有。理性作为一种行为的评价，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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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学还 是 哲 学 中，都 是 人 完 满 实 现 的 原 因，

是行为“符 合 事 实”的 表 现。而 当 对 合 理 性 的 思

索日益取代对纯粹理性的追寻时，真理的价值不

再是作为实践的标准或是一种“非人身的事实”，

而是针 对 人 的 认 识 与 行 为 方 式 待 辩 护 的 前 提。

无论在“融贯论”还是“实用论”中，一种信念被认

为是真理不再仅仅取决于一种逻辑的自洽，而是

实践中“环节的必然”。这就要求，在合理性的视

域中，只有在 面 向 实 践、走 向 实 践 中 理 论 才 能 真

正做到自觉。另一方面，从纯粹理性“符合论”真

理观到合理性中“融 贯 论”“实 用 论”真 理 观 的 嬗

变，展现了现代哲学真理观走向公共开放的价值

取向。“符 合 论”的 真 理 观 在 既 定 一 种 唯 一 正 确

事实的同时，也把真理的标准置于某些少数精英

所在的领 域。正 如 话 语 分 析 中 对 知 识 与 权 力 关

系讨论所揭示的，某一真理性的知识在现实中往

往作为一 种 精 英 主 义 的 理 念 成 为 人 们 攫 取 权 力

的工具。而“融 贯 论”与“实 用 论”的 真 理 观 则 使

人们对真 理 的 认 识 从“唯 一 正 确”的 精 英 主 义 理

念中解脱出来，真正把真理视作一种包含人们沟

通与交流的公共开放领域。

二、教育知识中真理观的演变

哲学对教 育 知 识 的 建 构 与 反 思 起 着 基 础 性

的作用。正 如 富 耶 所 言，“我 不 和 柏 拉 图 一 样 梦

想哲学家一定要做帝王，我却希望哲学家必定做

教育家。在教 育 的 门 墙，必 定 要 写 着‘不 明 哲 学

者免进’”。现代哲学中的真理观转向，作为一种

认识和把握 世 界 的 取 向，融 入 对 教 育 审 视 中，也

使教育知 识 在 历 史 中 发 生 真 理 观 的 演 变。而 受

这种哲学中真理观嬗变的影响，反观教育思想的

历史，从早期 夸 美 纽 斯、卢 梭 等 人 的 在 自 然 同 一

中印证真理到杜威、索尔蒂斯等人在语言和实践

中引证教育的真理性认识，正是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教育知识的真理观从客观真理向主观真理、从

纯粹理性向合理性的嬗变。

作为教育 学 源 头 的 夸 美 纽 斯、福 禄 贝 尔、佩

斯泰洛奇 等 人 将 符 合 自 然 事 实 作 为 教 育 知 识 的

真理标 准，从 本 质 上 乃 是 一 种“符 合 论”的 真 理

观，正如夸 美 纽 斯 论 述 早 期 教 育 重 要 性 时 所 言，

“人类的教育应从人生的青春开始……因为儿童

时期等于 春 天，青 年 时 期 等 于 夏 天”。与 自 然 发

展的同一 作 为 教 育 知 识 真 理 性 的 最 终 标 准。而

在福禄贝尔、佩 斯 泰 洛 奇 等 人 的 论 述 中，人 的 自

然天性取代天然自然成为教育知识的理性依据。

这种针对“人的 事 实”的“符 合 论”真 理 观 在 卢 梭

的《爱弥 尔》中 被 发 挥 到 极 致。甚 至 强 调 当 教 育

的制约与人的自然天性发生冲突时，教育应以拒

绝自身 的 作 为 来 使 人 的 天 性 主 宰 教 育 的 发 展。

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行为的一切理性都蕴于人的

自然天性之中。

而这种对自然的无条件服从被赫尔巴特“目

的———手段”的教育知识理论结构所打破。赫 尔

巴特在其《教育学讲授纲要》中开宗明义地提到，

“教育学作 为 一 种 科 学，是 以 实 践 哲 学 和 心 理 学

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

的途径、手 段 与 障 碍”。这 种“目 的———手 段”的

教育知识 结 构 背 后 所 反 映 的 正 是 对 传 统 教 育 学

中知识在“符 合 自 然”中 获 得 的 合 法 性 的 无 情 批

判［４］２－１９。正如兰格沃 德 在 对 赫 尔 巴 特 教 育 理 论

总结时所 言，“赫 尔 巴 特 的 教 育 思 想 明 显 地 源 于

他对先验哲学的批判”。这里的“先验哲学”反映

于教育学的 思 想，即 是 夸 美 纽 斯 以 来，种 种 纯 粹

自然的事 实 作 为 教 育 学 不 自 觉 的 先 验 前 提。而

正是这种转向下启实践教育理论，将对教育知识

“唯一正确的真理探寻”引向“人对教育的理性认

识何以可能”的议题中来。

而以杜威 为 代 表 的 实 用 主 义 教 育 学 和 以 索

尔蒂斯、谢夫勒等人代表的分析性教育哲学则进

一步发展了以合理性审视教育知识建构的视域。

前者面向实 践、后 者 面 向 语 言 将 对 教 育 知 识“唯

一真理”的理解引向公共开放的领域。赫尔巴特

在“目 的———手 段”结 构 中 对 教 育 学 进 行 的 合 理

性视角的 审 视，在 “假 设———证 伪”的 现 代 教 育

知识建构中得到最大的精神传承。如穆勒在《教

育理论的结 构》中 提 出，真 正 的 教 育 理 论 实 质 是

一种实用性 的 理 论，它 的 构 成 应 由 三 部 分 构 成：

１．关于教育目的的判断；２．一种方法或操作在批

判性反思中被认为最适合该目的；３．实施这种操

作的具体 方 法。奥 康 纳 在 对 教 育 理 论 的 总 结 中

亦谈到，纵观 教 育 学 发 展 历 史，尽 管 不 同 思 想 家

对教育的理解在内容上各有不同，但是教育理论

在结构上往往呈现出包含三种判断的一般特征，

即形而上学的判断、操作性判断和价值判断。形

而上学作为教育学的一种假设，是教育理论的思

想前提。在这种“假设———证伪”的模式中，一 种

·７７１·



教育理论 的 真 理 性 往 往 是 作 为 对 教 育 世 界 更 明

晰的表达 而 呈 现 的。实 质 展 现 的 是 一 种“融 贯

论”的真理观。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

学及由此 引 发 的 进 步 主 义 教 育 思 潮 则 提 出 所 谓

理论实质 是 人 们 在 实 践 中 进 行 经 验 性 反 思 的 产

物。在《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中杜威尤为

强调实践 不 是 一 种 脱 离 人 反 思 的 纯 粹 物 质 性 活

动，相反，在杜威看来，最日常的习惯性行为也包

含一种“预先计划”。与之相应，反思也无法脱离

行动而单 独 存 在［５］３２－４５。因 此，一 种 教 育 知 识 的

真理性就在如何促成“更完满的行动”之中，没有

脱离教育 实 践 之 外 的 纯 粹 理 性 教 育 知 识。用 杜

威关于教育 目 的 所 言“教 育 的 过 程，在 它 自 身 以

外没有目的”。因而从教育知识的真理观上实质

呈现的是一种“实用论”的真理观。因此，一种教

育知识的 真 理 性 就 在 如 何 促 成“更 完 满 的 行 动”

之中，没 有 脱 离 教 育 实 践 之 外 的 纯 粹 理 性 教 育

知识［６］６７－８１。

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对教育知

识历经了从客观真理向主观真理的发展，从这种

教育知识关于“何者是真理”到“怎样看待教育理

论的真理性”思 索 发 展 的 历 史 不 难 看 出，教 育 知

识真理观 的 发 展 正 是 贯 彻 和 体 现 了 从 纯 粹 理 性

向合理性的追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理论

真正走向实践和包含人身的现实。

三、合理性教育知识真理观

对我国教育学建构的启示

　　纵观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包

含了从纯 粹 理 性 向 合 理 性 的 内 在 逻 辑 演 化。正

如有学者 回 顾 我 国 教 育 学 百 年 历 史 发 展 所 指 出

的，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经了从全面引进到以政

治意识形态话语为主导，最后到一种独立自主的

学科反思。而在前两个阶段，教育知识的生产其

理性的标 杆 往 往 是 单 纯 的 西 方 话 语 或 是 一 种 政

治意识形 态 的 引 领。说 到 底 是 一 种 外 在 的 纯 粹

理性决定实践。而最后的独立反思阶段，即是教

育知识在生产中不再服膺于一种外在的理性，与

之相反，更加关注教育实践及实践中的语言。这

种教育知识真理观的嬗变启示我们，面向合理性

的现代中国教育学建构应关注完整的人本身、面

向实践、真正实现为教育知识的产出创立开放包

容的平台。具体而言，这种从纯粹理性向非理性

的嬗变，展现为教育学建构中如下启示：

（一）合理性的教育知识真理观要求教育学

建构应面向完整的人本身

在中国教育学建设早期，无论是全面引入阶

段还是政治话语主导阶段，教育知识的真理标准

都是符合 社 会 发 展 这 样 一 种 宏 大 的 事 实。如 在

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历史时期，凡是资产阶级的

教育思想就都是落后腐朽的，凡是无产阶级的教

育思想就 是 积 极 上 进 的。最 终 这 种 意 识 形 态 的

话语在“文革”后 的“两 个 凡 是”中 被 转 译 为 一 种

纯粹的领袖导向。其精神的实质是“凡是符合抽

象规定的 实 践 就 是 客 观 正 确 的”。个 人 在 这 种

“符合论”的真理观中，实质是作为一种无反思的

局外者而 出 现 的。真 理 成 为 了 一 种 纯 粹 的 自 在

规定，将人视为抽象的要素而任其摆布。而现代

合理性中的“融贯论”和“实用论”真理观，则要求

教育学的建构应从人本身出发，改变传统教育学

中理论与实 践、概 念 与 语 言 间 头 脚 倒 置 的 现 状。

人的现实真正成为教育知识的理性标准，教育知

识所展现 的 人 不 再 是 概 念 所 描 绘 的 抽 象 要 素 的

统一。在现代教育研究中，无论是叙事研究的兴

起，还是教师 教 研 的 倡 导，无 一 不 体 现 了 教 育 研

究关注完 整 人 的 发 展 作 为 教 育 知 识 真 理 性 的 现

实起点。

（二）合理性的教育知识真理观要求教育学

建构中对开放多元的包容

传统教育 学 知 识 在 建 构 过 程 中 在 符 合 某 一

自在的抽象规定同时，也将教育知识真理的判别

权聚焦于某些精英主义的理念和人物上。而“融

贯论”的真 理 观 则 告 诉 我 们，并 没 有 一 种 关 于 教

育知识真理性的绝对抽象规定，教育知识的真理

性判别就 存 在 于 我 们 表 达 和 阐 释 对 教 育 的 理 解

之中。教育知识中的客观、普遍不是依托某种精

英理念的佐证，而是一种“理解的真实”。这就要

求教育知识的生产是一种历经开放交流的结果。

正如默顿 将 中 间 理 论 视 为 调 和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中

介性过程。现 代 教 育 知 识 建 构 中 对 教 育 话 语 的

关注，对教育“场域”的挖掘都体现了在语言中认

识教育现 实 的 特 征。正 如 海 德 格 尔 所 言，“语 言

是存在的家”。教育世界透过语言使自己成为真

正的存在。日 益 走 向 开 放 交 流 的 教 育 知 识 生 产

在祛除片面概念规定的“抽象之魅”同时，也使得

丰富多彩 的 教 育 现 实 世 界 真 正 成 为 教 育 理 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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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尺度，助益教育学的发展。

（三）合理性的教育知识观要求教育学建构

中对实践的观照

纯粹理性 视 域 下 教 育 知 识 的 真 理 观 要 求 我

们以理念判别教育现实，而合理性视域中的真理

观尤其是“实用论”真理观则启迪我们，没有一种

对教育知识真理性的先验约定，教育知识的真理

性就存在于实践的检验中。纵观现当代教育学，

无 论 是 学 校———政 府———高 校 的 理 论 课 题 研 究

模式，还是质 性 研 究 中 的 参 与 式 观 察，无 一 不 体

现了教育知识建构中日益走向源于实践、服务实

践的趋势。在这些教育知识的产出模式中，教育

知识的真 理 性 不 再 是 由 某 些 主 流 价 值 观 和 权 威

学者所占据 的 话 语 霸 权，相 反 是 在 实 践 中，理 论

者与实践 者 协 商 后 的 结 果。再 如 近 年 来 在 教 育

学研究领域，从“学科取向”向“问题取向”的教育

研究转向中，从 教 育 知 识 的 建 构 上 看，其 实 质 正

是由一种 概 念“逻 辑 的 自 洽”走 向 一 种 回 归 实 践

的理论自 觉。这 就 要 求 我 们 以 实 践 为 起 点 追 问

教育知识，在 实 践 中 反 思 和 把 握 教 育 知 识，最 终

将教育知识的真理性交予实践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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