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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教学中!白人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几乎占据了整个课堂!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事实是!白人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不足以充分诠释所有的文学作品!因此!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教与学环节中!如

何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成为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 通过分析亨利-

路易斯-盖茨.意指的猴子/中*意指+的缘起与内涵!试图阐述文艺批评理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及其对当代教育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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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思辨能力#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与阐释水平&

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教师该

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最大限度地让学生更全

面地理解与认知这些阐释棱镜3 又该如何让学生

在阅读与批评实践中适当运用这些批评理论3 这

些问题成为高校文艺批评理论教学中不能回避的

问题& 时至今日#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成为

我国高校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环节& 然

而#目前在大多数高校开设的文艺批评理论课堂

中#白人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独领风骚#成为常

态化的教学任务#这不禁让人产生些许疑问!在当

下多种文化交融的语境中#这样的举措是不是有

些不合时宜呢3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黑人文艺批评家

贝尔,胡克斯"E>HHO((2I%的书中得到一些启

示& 胡克斯在她的-教会超越!作为通向自由之

路的教育/ "&'()*+!, -.&/(!#,/'##! 012)(-+.! (#

-*'%/()-+)'.3$/''1.4%一书中认为#黑人在白人

老师的教育下#学会的是简单的知识和'服从(&

她提出#黑人教育应该教会学生去争取自由#证明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课堂应该充满

活力和乐趣#教人超越自我#成为一个多元的

课堂)!*

&

同样#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也应该如此& 白

人学者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理论只是世界文艺批评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来自其他种族和文化背

景的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同样有着重要的意

义& 比如#黑人文艺批评理论的产生是对白人文

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同时又具有黑人自己

的特色#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文化#尤其是黑人文

学和文化#具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下面以黑人文

学批评家路易斯,盖茨的-意指的猴子!一个非

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为例加以说明&

!5 )意指的猴子*中的%意指&!缘起与

内涵

美国文艺评论家+教育家+学者+公共知识分

子+哈佛大学非裔美国研究系主任小亨利, 路易

斯,盖茨在其-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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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下文简称为-意指的猴子/%中提出#

要用黑人自己的理论来研究'黑色文本(#并试图

寻找一种能够明确表达黑人传统的文学理论& 该

书于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影响最大

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著作之一&

!*!5%意指&的缘起

盖茨指出#在探索'意指的猴子(的起源过程

中#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恶作剧精灵的形象& 这个

形象在黑人文化及黑人作品中不断出现#成了黑

人文化传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恶作剧精

灵形象可以一直追溯到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文化和

贝宁的芳族文化&

在约鲁巴文化中#恶作剧精灵形象体现为埃

苏4埃拉巴拉#而在贝宁的芳族文化中则体现为

拉巴& 这两个形象都解释了土著的黑人的阐述学

起源& 在约鲁巴人神话中#埃苏有着不同的形态#

但是他的每一种形态都是作为天神艾发唯一的信

使#向人们阐释天神的意愿#即天神艾发是神意的

文本#而埃苏是文本的阐释者$他也将人类的愿望

带到天神那里去& 所以#埃苏通常被描述为一个

跛子#他作为天神与人们之间的中介#'他的腿不

一样长#因为一条永远在神界#而另一天则待在我

们人间(

)#*

& 在这之中#埃苏的阐释作用又体现

为 !3个棕榈干的故事#他会根据人们的贡品来改

变他对 !3个棕榈果组成的图案或神的语言的阐

释& 而在芳族人神话中#芳族人的元初天神是杰

纳斯#他的身体一边是女性#叫玛乌#而另一边是

男性#叫黎萨& 玛乌的眼睛形成了月亮#而黎萨的

眼睛形成了太阳& 因此#黎萨负责掌管白天#而玛

乌则负责掌管夜晚& 拉巴是玛乌.黎萨的第七个

孩子& '拉巴被选出来在人间及天宫里代表玛

乌&(因此#拉巴被称为'神界的语言学家(

)#*

#同

样也是一个信使和交流之王#是神界的阅读者和

阐释者& 埃苏和拉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他们的阐释都具有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这体现

出语言在约鲁巴神话和芳族神话中的灵活运用&

而'意指的猴子(其实是非裔美国土语中的

一种修辞原则#是埃苏在非裔美国神话中的变体#

二者在功能上是对等的& 之所以将其称之为猴

子#是因为埃苏在外表上黑黑瘦瘦#小小的身体上

还长了一根尾巴#这是典型的猴子的形象& 而且

在约鲁巴神话中#还有一个埃苏和猴子的结合体#

那便是圭耶#或叫做吉古& 这些都体现了埃苏与

猴子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意指的猴子(是

'埃苏的踪迹#是一个断裂的伙伴关系中唯一的

幸存者('埃苏的朋友猴子把他丢在哈瓦那#自个

儿游到了新奥尔良& 意指的猴子作为埃苏的痕迹

流传开来(

)#*

& 通过对'意指(的猴子的研究#盖

茨旨在厘清美国黑人文化中原生的修辞性语言#

证明'猴子的意指性语言在非裔文学传统中是个

形式修正或者说互文性的隐喻(

)#*

&

!*#5%意指&的内涵

盖茨在-意指的猴子/一书中指出#在黑人的

传统写作中#黑人土语传统是其特色之一#这体现

了黑人与其他种族的根本差异& 威廉,拉博夫的

研究便指出!'黑人英语土语0是个健康有活力的

语言形式1 0有迹象表明黑人在发展他们自己的

语法1(

)+*

& 美国黑人传统自肇始之日就是隐喻

性的& 这个传统内繁复多样的'意指(方式既体

现于黑人神话和宗教传统#也见之于诸如'玩舌

仗游戏(中的仪式性的修辞模式& 黑人向来就是

隐喻大师!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件事#这是他们在白人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

一种基本方式& 对于一个黑人文学批评家来说#

不了解黑人的隐喻传统及该传统对离散庞杂的黑

人文本的意义#就像看不出黑人文本对西方文本

的回应+修订和扩展一样#都是致命的缺点& 正是

在这一点上#-意指的猴子/有了突破#因此#我们

有必要对'意指(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其

定义及与'表意(的关系为例进行说明&

许多学者对'意指(进行了定义#米切尔,克

南对'意指(行为的定义可以说是所有有关'意

指(的定义中最全面+最准确的& 她认为'意指(

行为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游戏行为#也即语言竞

赛中所使用的一种策略(

)#*

&

首先#'意指(行为在语言游戏中体现出来#

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游戏#这其中所采用的修

辞策略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意指(作为

一种修辞#本质是象征性的#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

意思与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同时#

'意指(是一种转义行为#是间接传递信息的方

式#它引导听话人顺着说话者的意思行动& 这种

间接方式#导致了意义的改变&

其次#'意指(还是一种双声性的象征#这种

'双声的(话语又可分为戏仿性叙述与隐形的或

内部的论战& 这两种声音#一种是'意指者(自己

的声音#他通过说话来'意指($另一种则是在场

的第三人的声音#他.她从不同的角度对'意指

者(的话语进行的理解& 因此#'意指行为是一种

0间接争论或说服的技巧1(

)#*

& 例如#米切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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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南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天#我看到一个

妇人穿了条弹力裤#她一定得有个 +$$ 磅& 如果

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她会烧了那条裤子(

)#*

&

在这个故事中#说话者的话语表面上没有针对在

场的任何人#说的是她看到了一个妇人#但是如果

当场有另一个妇人刚好也比较肥胖并且喜欢穿弹

力裤的话#说话者的这番话便起到了一个'意指(

的作用& 在场的那位超重的妇女便会觉得#这番

话是不是针对她#她看起来是不是非常不妥&

如果说'意指的猴子(彰显出黑人英语与标

准英语在源头上的区别#那么'意指(与'表意(这

两个关键词则体现出黑人英语与标准英语在本质

上的差异& 在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建立的在表

意基础上的标准英语中#'0表意1指的是一个术

语传达的或想要传达的意义(

)#*

#即!表意强调事

物之间的对应关系& 但在黑人英语中的'意指(

中#'意指(是一种修辞方式#强调'意指(的过程&

这样一种修辞方式#在白人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物#

因此可以证明'意指(是黑人种族所独有的&

'意指(理论在黑人土语中形成#具有强烈的

黑人特色#但它在白人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上进

行了创新#是对白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种超越&

盖茨将表意行为"I)G1)QS)1G%视为'意指(的同音

同形异义的双关语& 首先#从形式上来说#盖茨将

白人标准英语中的'表意( "I)G1)QS)1G%用黑人术

语'意指("R)G1)QS)1"G% %来表示& 在'意指(这个

黑人术语中#'R)G1)QS)1"G%(中的'G(用括号括起

来#表示'G(在黑人土语中不发音$另外#'R(变成

了大写& 在这里#盖茨运用了'意指(手法#括起

来的'G(和大写的'R(意指了黑人土语与标准英

语之间的差异#而这个黑人术语本身#通过对原来

的该白人术语的重复和修正#也起到了一个意指

的作用&

在标准英语中#表意主要是指用来表现概念

或事物的语言符号与它所表现的概念或事物之间

的关系#可以用'所指("I)G1)Q)>'%.'能指("I)G1)A

Q)>:%来表示& 而在黑人英语中#'意指(表现为

'修辞象征(.'能指(& 也就是说#黑人将白人的

'能指(腾空#用一个黑人土语传统中特有的修辞

策略来替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指(与修辞

策略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修辞在标准英语

中可体现为隐喻+提喻+转喻及反讽等#而'意指(

行为中强调的修辞策略#可以说包含了标准英语

中的大部分修辞手法&

在标准英语中#隐喻是用一种事物暗指另一

种事物#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并且不会出现

'像("H)2>.9I%这样的词& 如将马克,吐温的作

品喻为美国的镜子#就是指马克,吐温的作品是

对美国社会真实的反映#而象征是指用具体的事

物来表示抽象的事物#比如鸽子就是和平的象征&

在标准英语的这些修辞中#能指和所指以及本体

和喻体都是直接联系的& 而'意指(是'黑人转义

的转义#是黑人修辞象征的象征(

)#*

& 也就是说#

'意指(在标准英语的转义和象征的基础上#是对

已经经过转义和象征的成果进一步进行转义和象

征的表达& 比如!

甲%老兄!你什么时候能把我的 , 美元还

给我(

乙%有钱我马上还)

甲%"对着听众#有人要买值 , 美元的黑鬼

吗( 我这儿有一个要卖)

乙%老兄!如果我还了你 , 美元!你就没什么

可意指的了)

甲%黑鬼!你只要不变!我就永远有意指的

对象*#+

)

在这个例子中#甲说的价值 , 美元的黑鬼是

对乙欠了甲那 , 美元的转义#甲通过这种转义的

方法'意指(要乙还钱& 尽管乙说一旦乙还了钱#

也就是甲'意指(的目的达到了#甲就没有什么可

以'意指(的了#但甲说!'黑鬼#你只要不变#我就

永远有意指的对象&(即#甲强调的是'意指(的过

程& '一个人并不意指什么东西#一个人以某种

方式意指(

)#*

& 也就是说#'意指(行为强调的是

'意指(的过程+方式及产生意义的方法& 在上述

例子中#被强调的不是甲催乙还钱的结果#而是甲

追债的方式#即甲所说的!'有人要买值 , 美元的

黑鬼吗3 我这儿有一个要卖(

)#*

& 在这里#'意

指(作为一种修辞#就是对标准英语中传统修辞

的超越#它包括了许多传统修辞中没有的东西#是

一个伟大的创新&

'意指(是在黑人土语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黑

人特色#是属于黑人自己的语言& 它与'表意(有

相似的地方#但'意指(与'表意(并不是一个完全

的平行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在标准英语表意行

为'微观的每一个语言点上都有黑人英语意指的

可能性#也就是说#黑人英语随时可以切入标准英

语#以添加转义的方式表达和标准英语相同的意

义(

)"*

& 盖茨在-意指的猴子/中指出#意指行为

'包含所有的语言游戏+象征性替代以及纵聚合

轴上被悬置起来的随意性联想(

)+*

& 实际上#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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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黑人文学批评家也持相似的观点!'不存在

所谓的黑人的声音#只存在多样化的且可变的各

种声音22各种声音相异#但是缺一不可(

),*

&

可见#贝克与盖茨都强调语言的多样性& 各种语

言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水滴和水流之间的关系#互

为补充#最后汇合成奔腾的大河&

#5 %意指&对外语教育的启示!尊重差异$

倡导多元

盖茨在-意指的猴子/一书中明确指出了黑

人英语中的'意指(与标准英语中的'表意(之间

的差异& 可以说#'意指(是在标准英语中的'表

意(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体现出一种基于差异

的认知#这对于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每一个个体

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因此#我们要尊重个体间的

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强求所有的个体都是

一样的& 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提出!

'中心不是中心(

)3*

& 德里达通过上述'悖论(式

的论断旨在强调#整体的连贯性与稳定性是相对

的#一个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可能会

引起整体结构的变化#此时的'中心(就不再是原

来的'中心(了#因此#每一个要素都值得重视&

换言之#研究单独的个体比研究整体结构更为

重要&

正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强调个体与个体之

间存在差异#胡克斯也认为!'教师应该在教学过

程中区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换言之#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差异#倡导多元共存#以便最大

限度地保证每个学生个体的能力提升与思维深

化&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生认知能力的

逐步提升#学生对教育的诉求更趋多样化#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开

放的教学场景#探索出一套多元化的教育理念#从

而为中国的教育提供方向性的启示意义&

同样#对于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来说#教学理

念也应该尽量趋向差异与多元& 我们不仅要传授

白人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也要传授少数族裔学

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 如果我们真正去研读那

些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提出的文艺

批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美国黑人文艺批评

家强调文化差异#美国印度裔文艺批评家霍米,

巴巴更是将'文化差异(作为其理论的一个重要

支点进行凸显& 他认为#文化差异这个概念的提

出#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针对主导文化对附属文化

实行同化与转化的抵制#'它尊重那些异质性的+

不可调和的历史+身份和习俗(

)&*

& 除此之外#其

他少数族裔学者也提出了具有其自身文化特质的

文艺批评理论#丰富与补充了白人学者所提出的

文艺批评理论& 因此#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教

与学环节中#我们不仅要教授白人学者所提出的

文艺批评理论#也要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种族与

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这将有

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诠释文学作品&

例如#在对佐拉,尼尔,赫斯顿所著的-他

们眼望上苍/的研究中#有学者从生态女性主义

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理论角度进行分析& 张毅

认为#-他们眼望上苍/中的自然环境描写暗示着

珍妮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珍妮勇于

挑战父权中心的社会#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 主

人公珍妮的声音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一种'缺

席(状态& 无论她在与她的姥姥+第一任丈夫"洛

根,基利克斯%#还是第二任丈夫"乔,斯塔克

斯%的相处中#珍妮一直无法表达出自己真正的

想法& 在最后珍妮与乔的争吵中#珍妮开始发出

自己的声音!'你腆着大肚子在这里目空一切#自

吹自擂#可是除了你的大嗓门外你一文不值& 哼4

说我显老4 你扯下裤子看看就知道到了更年期

啦4(

)%*在这里#珍妮当着其他人的面指出了乔的

性无能#加上其他听众的反应#使得乔感到不可思

议#无法接受& 在明白了珍妮的话中之意后#'他

的虚荣心在汪汪出血& 珍妮夺取了他认为自己具

有的一切男人都珍视的男性吸引力的幻觉&(

)%*

因此#乔揍了珍妮一顿#生了一场大病便离开了

人世&

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变成(男权社会中的

'第二性('他者(#从属于男性#在各个方面都受

到了压制& 这里#珍妮的声音由缺席到在场#从不

敢反抗到勇敢争取#代表着女性开始为自己争取

权利#开始进行反抗#反对封建传统#消除不平等#

为自己争取心灵及身体上的自由& 珍妮家庭中男

性与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

女性被封建传统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所禁锢#而这

就像弹簧一样#在被压制到一定程度时#女性会站

起来反抗#这股力量是强大的#会引起整个社会的

变动& 总而言之#-他们眼望上苍/是一部成长小

说#主人公经历一系列的变化之后#获得真正意义

上的独立&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等都是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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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者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理论& 从某种角度来

说#运用白人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来分析黑人文

本是可行的#但是#仅仅用白人所提出的文艺批评

理论对黑人文学作品进行解读#难以真正深入挖

掘黑人文本的内涵& 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合适

的理论来探讨黑人文本中的黑人特色&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不仅仅是作为男

权社会下的一个'他者(#她还是'他者的他者(#

被'双重边缘化(

)!$*

#甚至是多重边缘化了& 从

两性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珍妮处于'他者(的

地位$而作为黑人女性#她不仅受到男性的压迫#

还受到其他种族的隐形压迫#成为 '他者的他

者(& 也就是说#尽管白人女性同样受到了男性

的压迫#但黑人女性不仅受到性别歧视#还有种族

歧视& 对于白人女性来说#黑人女性也是作为

'他者(的身份& 因此#如果仅仅用白人学者提出

的女性主义理论对于珍妮这样一个人物进行分

析#就体现不出珍妮作为黑人女性主人公的特点#

看不到珍妮作为'他者的他者(的身份& 由于身

份不同#无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生态女

性主义视角#白人对其的理解与黑人的理解是不

一样的#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分析黑人女性

的所思所想#不能体现黑人为实现种族平等所做

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运用其他少数

族裔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来对少数族裔的文

学作品进行分析#才能够真正解读作品的意义&

对此#我们以-意指的猴子/一书中提到的

'意指(为例来加以阐述& 实际上#我们在解读黑

人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分析其中的'意

指(#因为这正是黑人文学的特别之处&

整个故事主要是通过珍妮的口来讲述的#尽

管读者一直能'偷听(到珍妮和别人说的话以及

她内心的想法#但是对于故事中的其他人及整个

社会来说#珍妮的声音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

她唯命是从#屈服于她的姥姥和丈夫们& 选段中#

乔看似是因为珍妮当众指出了他的性无能#最后

一病不起#实际上是因为珍妮'意指(的行为象征

的反抗和独立#对他的中心地位造成了威胁#他将

不再被其他人追捧& 珍妮通过意指行为#不仅真

正成为了一个'言说主体(#也让自己获得了心灵

及身体上的自由& 珍妮的'声音(是对她的地位

的'意指(#而整个文本通过珍妮的声音讲述#在

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是珍妮争取

自由和平等的'意指(#更是黑人试图获得平等地

位#证明自己是独立个体的'意指(& 在这里#赫

斯顿通过珍妮'意指(的过程#强调黑人自身是具

有强大力量的#黑人女性在努力获得与男性平等

的地位#黑人种族也在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种族#与

其他种族是平等的#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黑人长

期以来受到了来自其他种族的压迫#但正如珍妮

最后终于获得了'甜点(的爱一样#黑人最后一定

也会受到平等对待#这体现了赫斯顿美好的愿景&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文本中的声音以黑人土语的

形式呈现#具有黑人特色#包括了黑人的日常对话

和'意指(行为& 尽管故事是通过珍妮的口讲述

的#这中间还有许多其他人物话语的直接引用#这

种形式被称之为'自由间接话语(#体现了黑人语

言的巨大潜力&

从上述例子来看#如果我们不了解黑人文艺

批评理论中的'意指(概念#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

珍妮话语中'意指(的内涵& 正如-意指的猴子/

中的猴子通过'意指(成为了真正的'丛林之王(

一样#珍妮通过'意指(行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也因此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便是'意指(的巨大力

量& 盖茨指出!'0意指行为1是一种传达信息的

聪明的方法(

)#*

& 在猴子的故事中#狮子只是将

猴子所'意指(的话语进行字面理解#因此走进了

猴子的圈套#而珍妮通过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并

借用'意指(的方法#成功地使自己获得了真正的

自由& 珍妮的话语不仅是对于乔的性无能的'意

指(#更是从一个隐喻的角度言说她的真正'意

指(#这表明珍妮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让自

己的声音不再处于'缺席(状态#也是对黑人在强

大的白人话语世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意指(&

我们从上述例子中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了解珍

妮话语中的'意指(手法#那我们就无法体会'意

指(的真正内涵#甚至会对这个故事进行误读&

米切尔,克南指出!'意指在黑人英语中使

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被扩展#从而包含了一些它

在标准英语用法中并不包含的意义和事件(

)#*

&

在黑人英语的基础上诞生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丰

富了世界文艺批评理论#使得文艺批评理论变得

更加丰富多彩& 同样#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也应

该如此& 白人学者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理论只是世

界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来自其他种

族和文化背景的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同样有

着重要的意义& 在教学中将这些基于差异与多元

的文艺批评理论纳入到教学中#将会有助于学生

开阔视野#深化对世界的认知#使学生变得更加包

容#有助于形成一种尊重差异与倡导多元共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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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

+5结语

黑人通过'意指(行为表现出黑人自己的语

言特色即黑人土语传统的特色#这是一种在世界

语言文化中的'在场(#证明了他们是能够掌握语

言#有创造力#是和白人平等的群体& 因此#我们

在阅读及分析黑人文本时#不能简单地用白人的

理论去理解黑人的文本#而是要走进黑人的文化

中#用黑人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总之#'意指的猴

子(这个批评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有启

示价值& 对于文学学习者而言#黑人文学批评理

论与白人文学批评理论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

此#我们不仅要教授黑人文学批评理论#还要将其

应用到实际之中#消除种族歧视#将黑人文学中优

秀的部分发掘出来并传承下去& 对于教育工作者

来说#基于差异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同样具有启

迪意义#它凸显出当代教育不可忽视的理念!尊重

差异#倡导多元&

贝尔,胡克斯在 -教会超越/ "&'()*+!, -.

&/(!#,/'##%一书中指出#'教育是能够有所作为

的#它能够提升我们获取自由的能力(

)!*

& 在胡

克斯看来#教育能够提升我们对自由的认知#使我

们可以自由地思考#坚定地寻求真正的自由和平

等&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提供一个自由

的平台#促使学生不断超越#不断创新& 教与学的

过程是自由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都要学

会超越#不断超越自己#学生当然也可能超越教

师&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鼓励学生思考并自主地探索问题#从而真正学会

如何学习#不断提升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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