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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视野中的知识观演变及

新知识观生成特征剖析
———基于“新课程改革”的思考

王　宇�任彦勤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　要：新知识观是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前提和努力方向之一。新知识观的确立和生成对于教
学设计路径选择�目标评价�情意顿悟测验等都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对于顺利实施新课改�衔接整
合其他教育理念�有效达成教学目标具有战略和全局性意义。基于这一点认识�作者将从哲学视野
中萃取提炼出知识观的形成演变轨迹�并对新知识观生成的学理结构和特征做一梳理和剖析�希望
能使大家对新知识观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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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前提和努力方向是四个

“观”的转变�即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评价观。
其中以知识观的转变和形成最为重要。它对于
其他三方面的形成具有全局和决定性的影响。

恰当的知识观是教学目标有效评价和达成

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对于知识的理解路径和方
法�情意顿悟评价等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没有恰当的知识观作为风向标�往往会使我们的
课堂动力结构具有盲目性�价值评价及目标导向
更具模糊性。因此�对于知识观的深层剖析和科
学预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知识观的确立�对于
“新课改”基础上的有效教学至关重要。

那么作为引领新课改理念支撑的新知识观

的真正内涵和价值趋向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个
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接下来的行文
中�作者将主要从哲学视野中知识观的演变和新
知识观的特征这两个侧面进行论述和剖析�希望

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全新的认识。
一、哲学视野中的知识观演变

所谓知识观�即是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它是
人们以自己的视角对知识的各种看法、见解和信
息折射。是人们对知识本质、内涵、范围、标准、
价值趋向等的种种假设�是人们关于知识问题的
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1］如果对知识认识界定的

视角或价值趋向有偏差�必然会带来知识本身的
价值错位和人类传承创新知识的路径偏移�也必
然使科学与人伦意义上的衔接成为不可能。这
样一来�众多所谓的“伪科学”等的呼声必然会给
基于人文意义上的知识再生和扩展带来灾难性

的后果。因此�对知识的观念认识上的慎重确立
既是文明再生的重要前提�也是科学与人文衔接
磨合共融进步的原动力。

对于知识认识观念上的争论�从古到今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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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停止过。不过也正是这种此消彼长的争
论和斗争�推动着人类文化及文明的推进和演
递。在以哲学演变话语权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领
域�哲学观决定知识观�哲学观的演绎推进也相
应的引起了知识观的阶段性变化。知识观的演
变大致经历以下五个阶段：缄默阶段�神化阶段�
酝酿探索阶段�理性反思阶段�革新与功能化成
熟阶段。（前三阶段为旧知识观阶段�第四阶段
为过渡阶段�最后阶段为新知识观阶段）。

最初�人们将知识视为朦胧高贵的贡品来概
念它。认为知识就是学问�学习它、模仿它、崇尚
它；接着�主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不断引领
和碰撞�使得人们将知识视为一种外在终极的神
化般的东西�敬畏它但又不能接近它�认为知识
是客观必然的�绝对的�非人所及�与人无关的非
社会化东西；后来�随着自然及社会科学的发展
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走向理性
化�认为：只要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态度和
方法论是可以把握并驾驭事物内部真正的事理

结构和规律的。［2］于时�也就相应的孕育了这样的
知识观�即知识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只要方法
得当�命题的切入点合理�都可以寻找到事物的
客观普遍的必然终极联系和本质。从以上的简
单分析和陈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过于注重客观本
体化属性而忽视甚至淡化主体化功能是这几个

阶段的共同特征。
其实�当我们最初理解客观世界时�我们往

往善于用经验直观的话语方式或者是主观臆断

概念去界定和认识本体事物�其实基于人类自身
认识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前提预设不仅限制和

扭曲了外在世界的真实存在模式及运动变化规

律�也是我们进一步的解读因为观念上原始的逻
辑偏差而走向困惑。［3］那么以此基础上的推理演

绎也会不可避免的因为缺乏主客体的因果判定�
价值追述和反思而缺乏学理性和逻辑性。

科学在进化�人文精神的内涵在丰富�主客
体之间的衔接和互动多了起来。但是�当众多理
性科学的生存模式遭到现实证据的瓦解时�当所
谓的知识权威一次次遭到现实的挑战和质疑时�
当科学精神的威力难以根治人类面临的生存危

机时�当社会主流人文价值倾向模糊时�人们不
禁反思�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知识？我们人类究
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存状态？［4］这些追问也就

顺理成章的派生出了新的哲学观和新知识观。

也就是知识观孕育的革新与功能化成熟阶段。
二、新知识观的生成及特征剖析
随着后工业时期人们对传统“二元论”哲学

观的摒弃�对各种科学思潮与人文价值的质疑以
及新哲学观的凸显和孕育成型�新的知识观也就
应运而生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一旦我们以
一种全新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来描述和表达自己

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
抛弃�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开阔和新颖。［5］新知识观

就是如此。
新知识观的生成是哲学视野的扩展在知识

领域的集中体现�它是在摒弃传统知识观的基础
上孕育的�一方面他并没有彻底否定事物运动变
化的属性特征和学理结构�另一方面也并没有一
味的强调主观思想情感的意义建构功能而歪曲

了知识的真实面貌。新知识观不仅给我们带来
了哲学视野中认识视角的变化�而且对知识的内
涵�本质�功能�价值等的认识进行了重新的分化
组合�还在知识本体与生命个体之间搭建起了一
个理性的逻辑平台�可以说是新哲学视野中的创
新性发展。

新知识观作为新的思维模式�与传统知识观
相比�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1．新知识观实现了从绝对概念到相对预设
的转变：

传统知识观在前提预设和概念界定的前提

下�使知识更具绝对性�普遍性�终极性�在“严密”
逻辑话语权的控制和传统哲学视角的庇护下�一
切显得那么自然和顺理成章�对外在的绝对敬畏
服从是我们内在的思维空间很难突破主观从属

于客观的局面。譬如�中国教育家孔子对“性”的
理解就是严格按照“天道”这一概念框架而展开
的�而什么是天道？天道就是人们行动思考唯一
的理论前提吗？天道会变吗？天道与人性有内
在的协调统一性吗？天道消失怎么办？等等这
些问题都没有而且很难经受人们进一步的考证

和检验。这也正是旧知识观绝对性的荒谬所在。
再者�我们旧知识观当中强调“人定胜天”的思想
让学生来学习�那么人究竟能胜天吗？天到底是
什么？人胜不了天人应该怎么办？对人和天有
没有另一种解读和共存方式？因此�它的科学依
据根本经不起人们的逻辑推理。对于新知识观
而言�它既强调客观的存在性�也重视客观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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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相对性�它既重视尽量按照事物运作机理和
特点来分析求证�也会对主观的逻辑推理背景�
路径选择和前提假定做出反思和调整�使主体与
客体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的动态互动与和谐。新
知识观认为�一切界定限制知识属性的做法都是
缺乏根据和不负责任的�任何认识客体属性的确
立都是以认识主体为前提的�而认识主体里面也
融入了诸多的变量和价值取向�认识主体的兴
趣�目的�需要�认识主体所处特定文化境域体系
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是建构认识客体特征的
影响因素。而正是认识主体的这些“先在结构”
决定着对认识客体特征的理解�选择和取舍�因
此�他不可能也很难做到对纯粹客体属性的纯粹
“复写和描述”。因此必须使对客观知识的理解
从客观绝对性向相对预设性转变。这也正是我
们经常对知识进行“证伪和建构”的原因所在。

2．新知识观实现了从本体论到主体论的转
变：

传统哲学观基础上的知识观要么具有神圣

性�要么具有中立性和确定性。过分强调知识的
外在属性�而忽视了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判断的理
解和重视。因此对待知识就是那么的谨慎。本
体论的知识观往往是就知识论知识�而忽视了历
史演变属性。在课程教学观这一层面�也就成为
所谓的“仓储式知识”�忽视了学生类这一特殊的
塑造群体特征而被动的灌输给他们。［6］知识本体

论的突出特点是确定性�你必须沿着一条独有的
思维路径去接近和解读。这是典型的文化霸权
主义。这种所谓的知识真理是干瘪的�也是毫无
人文价值的。面对这样的情形�对于人类而言�
不存在幸福感�只有所谓的枯燥和盲目敬畏。
“知识本位主义和知识授受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人
的自由自觉的反动�是对人的生命本质和生命意
志的一种践踏。”［7］终究人们发现�对知识本体属
性的界定只是一厢情愿虚构出来的神话�与自我
价值和社会文化属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和

缺位现象。
主体论的知识观是从文化和社会演变属性

来认识知识�从学生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来理解
知识。主体论基础上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不再单
纯是社会历史认识的产物�而是个人经验的统
和。知识不具有客观性�而是依存于知识掌握
者�知者与被知者联系在一起。不是简单的知识
再生产�而是以学生为载体和传播对象�在知识

的生产过程、方式、目的和价值等方面赋予了新
的时代内涵。［8］从而使知识更具进步属性和生存

活力。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的增生原则”阐述了
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的知识“是一些互不相容
（甚至不可比）的各种知识越来越增长的海洋�每
一种理论�每一个童话都是这个集合的一个部
分�通过竞争�都对我们的意识的发展做出贡
献。［9］这也正是知识主体转移所折射出来的多样

性表现。利奥塔在考察后现代时期的知识本质
时指出�“后现代时期的知识本质不再是以往主
张的信念�真理性的东西以及某些技能�而是“信
息”。知识不在以自身为最高目的�教授时代的
丧钟已经敲响了”。［10］新的主体知识观应转变为

激起学生终身发展的愿望并要求学生以多种方

式学习并获得人生意义的有效信息。新课程所
倡导的“改变以往过于注重传授知识�关注学生
的价值和成长的生命意义�注重过程�情感�价值
观”等正是对“知识功利霸权”的摒弃和对人文精
神价值的尊重和推崇。

3．新知识观实现了从静态呆板单一到动态
多维鲜活的特征转变：

传统的哲学观基础上所阐述的知识观是一

种静态的�严肃的知识观�他们认为知识是对人
们所认识揭示的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

的东西的映像�具有实证性�结论性和不可动摇
性。这一静态严肃的知识观的目的是试图揭示
事物真理性的一面�把知识作为一种结果�定论
而忽视甚至排斥了知识的动感和多维属性�譬如
知识的个体化功能等�这样的解释一方面说明了
人们自身认识视角的单一和认识水平的的肤浅�
也说明了对主客体的价值动向缺乏足够的理解

和重视。如果我们能站在多维视角审视�也许知
识的全貌及真正的全部功能和价值都会凸显出

来。
以知识社会为背景的新的知识论认为：知识

是对开放的、复杂多变的现实的阐释；知识是过
程�而不是结果�知识是一种话语理解和工具；知
识未必都具有必然性�知识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的
不确定和前提预设�因为知识本身的功能和价值
是有条件限制的�知识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开
发歧见�维护竞争”；知识没有确定的根基�是不
完备的�琐碎片面的�不断生成和毁灭的聚合体。
新知识观认为：知识不仅包括科学的自然和社会
知识�也包括技术知识�宗教知识�草根文明�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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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知识�个人知识等等�重要的不是知识本身�而
是基于这些知识的各相关单位的整体认识�价值
倾向和自我体验。即知识体验。这些理解和论
述也正是知识动态多维鲜活的集中体现。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角度是多方面的�驾
驭世界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也是多样的。如果以
一种单一静态呆板的方式去思考和解读�只会给
动态变化的世界以混乱甚至错误的定义�［11］而动

态的知识观会使我们的教学活动打破“知识授
受”的常规和单一�克服机械�推崇多样�凸显过
程�情景交融和注重意义生成�使知识在经过活
化和内化之后更具多维价值、张力和美感�使科
学精神在生命意义上的体现更为鲜活。新课程
理念中倡导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创设问题化
的情景”等也正是动态多维知识观的鲜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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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sophical View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Its New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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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 concept of know ledge i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and one direc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The gene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oncept of know ledge will affect the goals of the e-
valuation�path selection�and emotional insight tes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volutional patterns of the new concept of know ledge�basic academic st ruc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f rom a philosophic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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