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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逻辑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①

颜中军，张晚林
（湖南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通识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逻辑思维素质的培养是其应有之义。然而，传统的逻辑教学存在定
位不清、内容混杂、方法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等诸多不足。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真正做到逻辑教学现代化，已成为我国

高校逻辑教学改革之重点和难点。应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经验，深入探讨高校逻辑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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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逻辑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逻辑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素有“思维的语法”之

称，是应用极为广泛的基础性、工具性、规范性学科。西

方历来重视逻辑学知识和能力的学习与训练。例如，中

世纪曾将“语法”“修辞”与“逻辑”并称为“三艺”，是欧洲

大陆高等学府普遍开设的课程和青年学子获取成功的必

备素养。可以说，逻辑学是西方科学、民主精神的基石。

因此，学习逻辑学知识，不仅对于深入理解和掌握西方文

化之精髓，而且对于培养学生分析与推理能力、塑造理

性、追求真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通识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旨在弥补专

业化教育之不足，其教育理念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

力、对不同专业知识能够融会贯通、人格健全、行为优雅

的全面发展的人。而要实现通识教育的这一目标或理

念，逻辑学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必不可少。通识教育的发

起者和倡导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Ｒ．Ｍ．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曾明确指出：“通识教育不同于专门化的教育或
职业教育，它不是功利主义教育，它是刻意发展心智，激

活青年的头脑，拓宽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发出智力的光

辉。教育的目的是揭示共同人性的元素，使人和人、过去

和现在联系起来，并提升人类的思维。”［１］逻辑通识教育，

对于加强大学生的思维素养，发展他们的思考力和判断

力，从而培养出具有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具有不可替代

的地位。

１９７７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逻辑学与数学、天文学、
物理学等学科并列为七大基础学科，排名第二，仅次于数

学，并且把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列在１６项重要教育

目标中的第二位。与此同时，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

将逻辑学列为五大学科之首。这足以看出，西方对逻辑

学教育地位与作用的充分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国家，
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希腊运动”的批判性思维的革命，现

已波及全球，中国也不例外。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努力改

变高校逻辑学教学内容与日常思维实际相脱离的局面，

尽量使逻辑学从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方能明白的符号象牙

塔中走出来，使之更通俗化、大众化，更贴近现实生活和

关注社会实际，使逻辑学真正成为清除思维混乱、提高人

们分析和论证能力的利器。如今，西方各大高校普遍开

设以“批判性思维”为代表的逻辑通识课程，深受师生喜

爱和社会好评，值得借鉴。此外，从社会实际需求来看，

现在许多用人单位特别重视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考

察，不少招生和就业考试，例如公务员考试、ＭＢＡ、ＭＰＡ、
ＧＣＴ考试等均含有大量逻辑试题。

“逻辑思维能力是人的思维能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之一……充分重视逻辑思维能力测试形式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的研究，有利于科学地培养人才、公正地选拔人

才。”［２］所以，逻辑教育不仅有一个学科发展的任务，而且

还有一个社会服务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

提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这样的要求首次

在党代会报告中出现，意味着逻辑学在高校教育和公民

教育中发挥作用有了更好的条件，同时也凸显了逻辑学

作为高校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９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Ｇ３１２４３）；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教改项目（Ｇ２１００６）
作者简介：颜中军（１９８２－），男，湖南衡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逻辑学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略意义。

２　逻辑“西学东渐”与我国高校逻辑教学之现状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逻辑学本诞生于西方。但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溃败后，迫于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被

动地打开国门，掀起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热潮，规

模宏大的“西学东渐”的序幕被全面拉开，其中就包含了

逻辑学。换言之，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与民族复兴的历

史使命是息息相关的。以严复、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的

仁人志士深刻地认识到，要真正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仅仅模仿其枪炮火船等器物之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

习其独特的思维方法———逻辑（包括演绎和归纳）。因

此，严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翻译当时最著名的逻辑

学家的著作，例如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和耶芳斯的

《名学浅说》。王国维不仅翻译出《辨学》，而且亲自传授

逻辑学，以开民智。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梁启超则用西

方逻辑的范式来诠释墨家学说，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内

部找寻理性思维的根脉。

尽管清末民初，在民族救亡图存和西学东渐的历史

背景下，传播和研究逻辑学一度成为知识分子热议的话

题。然而，整体来看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

艰难求生。特别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
论战、５０～６０年代所谓的逻辑问题大讨论、７０～８０年代以
来关于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身份之辨，以及当下所谓

的“大逻辑观”和“小逻辑观”之争等。尽管这些“争论”

从积极的意义来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西方逻辑

学的研究和传播。但从消极的意义来看，它们更加折射

出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逻辑的抵触和误解。形式逻辑曾一

度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毒害思想的帽子而被打入冷宫，导

致无人问津。正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干扰，逻辑学在中

国的发展举步维艰。这不仅影响了国内学者对逻辑学研

究的热情，也极大地影响了高校逻辑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与西方普遍重视逻辑通识教育相比，我国的逻辑教

学和研究总体上显得比较滞后。尽管西方逻辑传入中国

已有百年之久，但时至今日，学者们对逻辑学在高等教育

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仍未达成共识。当然，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制约因素，

例如师资力量不足、教学内容陈旧落后、教学方法单一

等，同时还存在各种外在的发展瓶颈，例如学科归属不合

理（与国外把逻辑学作为一级学科相比，在国内逻辑学通

常是隶属于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急功近利的社会风

气等。

为了缩小与西方的差距，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逻辑
学界提出了要全面实现“逻辑现代化”（包括教学和研究

两个方面）的口号。如何实现逻辑现代化特别是逻辑教

学的现代化主要有两种观点：吸收论和取代论［３］。前者

认为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加一点现代逻辑知识就可以

了，仍以传统逻辑教学为主；后者则认为必须用现代逻辑

来取代传统逻辑。然而，３０多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不
避讳地说，二者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尽管众人皆知逻辑

思维能力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大学生的必备素

养，但逻辑教学在高校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生对于逻

辑教学普遍感到乏味，师资流失也相当严重。不少逻辑

学专业教师被迫改行，另谋出路。

３　逻辑教学现代化与逻辑通识教育之可能模式
要追赶国际水平，就必须实现逻辑教学现代化，这毫

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值得深思

的。这不仅涉及到逻辑学科的归属，还涉及到逻辑教学

功能、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目标等方面的重新定位。

也就是说，实现逻辑教学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

程，必须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改革和探索。特别是“教育

观念的转变和教育制度的变革迫使人们必须从狭隘的学

术偏见中走出来，站在逻辑学之外来反观、透视这样一些

问题：与文科的其他基础课相比，逻辑课的优势和竞争力

何在？在强调素质教育和倡导培养智力资本的今天，逻

辑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为了发挥逻辑课的优势和竞

争力，怎样把逻辑知识的学习与思维能力的培养有效地

结合起来？”［４］在我国，“长期以来，逻辑学教学改革的焦

点是教学内容问题，也就是在教学中如何处理传统逻辑

和现代逻辑的关系问题。”［５］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吸收

论和取代论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误区，即认为只需改变

逻辑学的教学内容就能实现逻辑教学的现代化。实践证

明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真正实现“逻辑教学

的现代化”，首先应树立正确的逻辑观念，“学”与“术”并

重，不可偏废。逻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日常思维实践

活动紧密相连。例如，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盛行的辩论和

公开演讲就是促进逻辑发展的重要动机。逻辑学不仅仅

是一门科学知识，更是一门技术（艺）。而“高等教育大众

化给普通逻辑的教学开辟了新天地，逻辑教学要在培养

大众化的高素质人才方面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和竞争力，

就必须根据现实需要和学科自身的特点重新确立逻辑教

学的目标”［４］。但在传统的逻辑教学过程中通常过分强

调逻辑的知识性，而轻视其应用性。“传统逻辑教学陷入

困境的第一个原因是在确定逻辑教学目标时颠倒了‘学’

与‘术’的关系。”［４］所以，要使逻辑教学走出低谷，真正实

现现代化，就必须理顺逻辑的“学”与“术”的关系。在教

学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学”，即逻辑学知识和方法的系

统学习，还应当注意培养大学生分析和评估问题的实际

能力，即“术”的训练。其次，要对逻辑学在高等教育中的

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定位，严格区分逻辑通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要实现逻辑教学现代化，不仅要树

立正确的逻辑观念，还要树立正确的现代教育理念，并在

现代教育理念之下开展逻辑教学。现代教育有通识教育

与专业教育之分，而且逻辑学自身也有“学”和“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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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因此要切实发挥逻辑学在现代教育特别是在大学

生思维素质培养中的作用，就必须严格区分逻辑通识教

育和专业教育。例如，国内资深逻辑学专家、中国人民大

学陈慕泽教授指出：“高等教育中的逻辑学课程，应当明

确分为逻辑专业课和逻辑通识课……逻辑学专业教育的

对象是对口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重点是研究生；逻辑

学通识教育的对象是不同专业（至少是一个大学科群不

同专业）的本科生。”［６］逻辑学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在教

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逻

辑学专业教育主要针对与逻辑学密切相关的专业学生

（如哲学、数学、计算机等），以研究生为重点；教学内容包

括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基础知识，以现代逻辑课程为主

体；教学目标主要是为相关学科提供研究工具。而通识

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侧重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素养，教

学内容以现代逻辑观念为指导，以日常语言和论证为分

析对象，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切实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

水平、问题分析和求解能力以及良好的判断力。目前，这

一主张已经在国内部分高校引起关注，例如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条件较好的高校进行了逻辑学

通识教育尝试，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再次，应该注重

逻辑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

方式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传统逻辑教学陷入

困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能把逻辑知识的学习与思维

能力的训练有效地结合起来，也就是没有处理好‘学’与

‘用’的关系问题。”［５］无论是取代论抑或吸收论都没有清

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取代论注重现代逻辑的特有方

法———形式化方法的传授，过于强调逻辑的系统化、符号

化和技术化。尽管这些方法已经成为现代逻辑的通用方

法，并且极大地增强了逻辑研究的严格性，但它与日常思

维实践相去甚远。“要使得逻辑更好地服务于日常思维，

提高全民族的逻辑素质，那还必须让逻辑的素质教育在

实践上更逼近日常思维。”［７］因为日常思维并非纯形式、

符号化的，而是具体的、复杂的、语境敏感的。吸收论者

以传统逻辑为主要内容，比较通俗易懂，常见的教学方法

是案例法，即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讲解抽象的逻辑学理论。

与取代论相比，吸收论更贴近思维实际。但对于学生的

思维训练来说，仅靠讲解几个案例或做几个题目是远远

不够的。尽管吸收论者在教学中注意到了理论与实际的

联系，但仍然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通常处于被动境地，

并没有真正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其

实，国内外均有一些好的经验可资借鉴。例如，通过举行

辩论赛、智力游戏、日常逻辑病句分析、观摩法庭辩论、欣

赏推理题材电影等，丰富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让学生成

为教学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一些国外高校甚至

建立起了推理实验室和开发推理软件，这些新的教学设

备和手段让逻辑教学更加多样化、可视化，逻辑教学不再

枯燥无味、让人望而生畏。学生亦可更切身体会到逻辑

思维的魅力，从而实现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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