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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哲学的统一 ①

———对“生活与哲学”教学策略的再思考

刘慎展
（胶州市第二十二中学，山东 胶州２６６３２３）

摘　要：对中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一项重要而特别的教学工作。鉴于中学生的知识基础与阅历，要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容易。需要教师从贴近生活的角度来引导学生由浅入深，从具体的生活体验入手来感知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思维与精髓。通过生动的现实问题引发同学们的兴趣，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和树立哲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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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哲学”是对高中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教育的一门学科。就本学科的深刻性而

言，以高中生所具备的认知结构，要真正明白所讲的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积极采取有

效的策略，即使教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仍感叹“哲学是神秘遥不可及的，是无用的”。新课改下的哲学

教学要达到高效课堂、愉悦教学的效果，引导学生走进“生活与哲学”，感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

指导力量，就要做到三个“统一”。

１　注重学生生活，达到生活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
“生活与哲学”不是一般的学科，其语言理性、严密，富有逻辑性；其术语学生平时很少见到，理解起

来有一定难度；其理论又非常抽象，晦涩难懂。同时，哲学内在地包含着生活气息、时代气息。哲学源于

生活［１］，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学生生活其中，哲学知识源于其中、渗透其中。因此，哲学教学应以学生的

实际生活为突破口，教学流程、教学情景、探究活动等都应联系现实的、学生感兴趣的鲜活事例，为枯燥

的理论注入新鲜血液，赋予其生命力，设法把深奥的哲理具体化、形象化［２］；同时，还应采取多种形式激

发学生兴趣，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感悟，使学生感到生活处处有哲学，从而达到生活逻辑与理论逻辑

的统一。例如学习“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笔者引入了“钓鱼岛问题”。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
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我国外交部对此发表严正声明：日方此举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

１３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坚决反对
和强烈抗议。中国多地民众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抵制日货从旅游、汽车行业蔓延至药业、建筑业，甚至

金融业。

探究问题：“钓鱼岛问题”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什么影响？请分析体现的哲学道理。因为这一问题在

当前社会上影响很大，学生很感兴趣，认真查阅资料、精选论点；课堂上学生表现积极。通过一系列的探

究和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理解“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一观点，而且也在活动中再次受到爱国主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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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熏陶，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２　注重学生的体验，达到获取知识和拓展思维的统一
哲学是一门思辩性很强的课程，哲学教学更要让学生领悟到哲学思辨的魅力。所以，教师在教学中

设置的案例、问题和情境，要能引导学生思考、体验、经历知识生成的过程，让学生切实感到那些观点是

经过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老师强加给他们的，进而使这些观点深入到他们的思想中，成为他们

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教师还要引导学生运用比较、演绎和归纳等方法分析实际生活事例，加强学生的哲

学思维的训练。例如，在学习“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时，课前我让学生到花园中采回他们喜欢的树

叶，让他们比较这些树叶的异同，探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和“世界上没有完全不同的

树叶”可以悟出什么道理？学生对这两句拗口的话感觉很新奇，议论纷纷。笔者趁机抓住学生思维的

亮点，鼓励学生深入思考、总结和提升，让学生在思辩中确认观点、获取知识，锻炼思维和提高素养。

哲学就是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学问［３］。巧妙的教学不仅要尽可能引导学生获取知识的智慧，更

要引导学生去体验什么是智慧，进而把学生引入思维的过程中，体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使学生从高层次

的思维层面来把握哲学，达到获取知识和拓展思维的统一。

３　注重学生的兴趣，达到趣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哲学非常抽象，理论性强，在教学中，教师应如何对这些原理进行讲解和分析？不少教师的基本方

针就是变“抽象”为“形象”，尽量为学生提供与原理相关的典型、直观的感性材料（例如漫画、诗词和成

语、寓言等趣味材料），将抽象的道理通俗化、具体化，趣味化，力争使学生在抽象原理的学习中可视、可

想、可感，这确实是不错的做法。但在具体操作中有些老师的做法却不尽人意。例如学习“联系的普遍

性”时，有一青年教师在出示了漫画《我的早餐呢？》：“打猎—鸟死—虫子多—粮食减产”就问学生体现

的原理，而学生不加分析直接说“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显然，这太委屈了那幅寓意深刻的漫画了。这

种既没有深入挖掘材料本身的哲学内涵，也没有结合所学原理知识引导学生分析的做法，不仅会矮化了

哲理，使之陷入庸俗化、生硬化，更失去了哲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因此，我们对哲学原理和趣味材料本

身都要深入准确地解读，恰当科学地分析，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哲学的真理性、深刻性，达到趣味性和科学

性的统一。

哲学的智慧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教学离不开生活，但对学生的哲学教育不应只停留在让学生从

生活中的事例中去印证、理解原理的层面上，还应回归于生活，展现它独有的智慧作用。只有这样，学生

才不会认为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只是某种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东西，而是照亮他们前进方向的理性和智

慧的明灯。例如，在明确“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之后，可以让学生制

定每天或每周的学习计划，并让他们根据变化及时修订计划；在运动会来临之际，让学生运用“系统优

化法”使本班级在比赛中发挥最大优势……所以，哲学教学还应着眼于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在生活情境

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在感悟中升华理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４］，

最终使学生的生活更美好！

其实，“生活与哲学”并不神秘，离我们也并不远。它是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

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教学若能始终紧扣学生生活，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学生生活的主题中，关注学生

的兴趣与体验，就能实现学生生活、学科知识与拓展思维、发展能力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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