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４

试论“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转型与建设 ①

朱诗勇，傅　芸
（广东海洋大学 思政部，广东 湛江５２４００５）

摘　要：当前我国“自然辩证法”课程存在根深蒂固的学派化、政治化理解和课程设置的首因效应问题，这既不利于
科学工作者发挥超越狭隘的专业知识技能的思考，也不利于他们深入到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促进科学创

新的学科价值的实现。因此要真正实现这个课程的价值不仅要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要转型为科学技术哲学，并以

新思路来建设，注重实效控制，加强学科理论的完善和方法化以及教学方式的实用化，加强组织、合作，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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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前的“自然辩
证法”具有学派和学科、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双重身份。大

量事实证明，“自然辩证法”课程传统的学派化、政治化理

解和设置的首因效应不利于它所指称的学科教育，必须

正视、予以解决。

１　“自然辩证法”的身份矛盾与转型
１．１　“自然辩证法”的双重身份

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制定全国１２年（１９５６－１９６７）科学发
展远景规划，规划草案说明指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

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

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

曾进行过的研究”。对这个草案说明，这个“自然辩证法”

的指称应该是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来自于与政治的

历史关联（非逻辑的关联）的学派，它使得在２０年之内当
时的政治形势之下，学科的政治化、学派化十分严重。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我国制定的《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自
然辩证法研究规划纲要（草案）》所拟定的自然辩证法研

究的九个主要论题中，既有学派性的论题、政治的参与，

也有学科性的论题设置。改革开放以来，以“自然辩证

法”为舞台，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问领域开始引入

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和范式不再限于

传统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内容也“具有很强的开放

性”［１］，突破了学派的框架，１９８７年，这个学问身份通过国
家学科设置从党性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独立出来、明

文定性为一个以理性为规范的学科，并有了更具学科形

式的别名———“科学技术哲学”。但是另一方面，“自然辩

证法”的学派性理解在管理上得到了继承———历届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都坚守了“自然辩证法”的马克思主

义学派性质［２］，学科教育在形式上也被政治化———设置

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从这个历史考察中可以看

出，建国以来“自然辩证法”一直存在着双重身份：学派、

学科的双重身份，哲学、政治理论的双重身份。

１．２　“自然辩证法”身份矛盾的消极影响
“自然辩证法”的双重身份是矛盾的。一个学派以理

性的方式坚守其范式，这是完全正当、无可厚非的，但是

混淆学派和学科，把学科学派化或把学派学科化，都是不

正确的。前者容易导致教条化，封闭了哲学的视野和思

路；后者使一个学派丧失独特的思想视角。可以说没有

学派就没有哲学，局限于一个学派则也会使得哲学停滞、

丧失生命力。有人认为“适当的学科定位可能影响‘自然

辩证法’学科自身的发展”［３］。

哲学与政治是相关的，然而哲学之于政治，类似于数

学之于物理。哲学并不能推出政治，犹如数学并不能推

出物理。哲学与方程式一样，也是追求永恒的、普世的、

终极的东西，把政治过度哲学化容易脱离实际、超越时

代；理性是哲学的生命，而利益和力量则是政治的生命，

把哲学政治化会窒息哲学的理性批判精神，导致对哲学

采取极端的态度，要么是被看作灵丹妙药、凌驾于其他的

学问和活动之上，要么被贬得一钱不值，被以为“不理睬

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而这正是“自

然辩证法”指称的学科发展状况：老一辈领导人对哲学的

重视促进了学科研究和学科教育———“我国自然辩证法

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学科实现了体制化，建立了本硕博

教育体系；课程实现了公共化，在全国理工科院校开设公

共课；学术事业实现了规模化”［４］。而现如今同样因为政

治化、学派化的理解，特别是辩证法作为大学政治课内

容、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的政治定位，使得学生“缺乏

学习兴趣，这是本课教学普遍面临的问题”［５］、“课堂上敷

衍了事的情形屡见不鲜”［４］、“在大班上课的情况下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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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比较普遍”［６］，“自然辩证法的部分研究和管理机构，

却失去了话语权”，课程教育如今变成可以可无、仅剩１６
～１８课时的选修课、“有些理工农医院校的研究生课程干
脆以特殊需要而取消了自然辩证法公共课”，“自然辩证

法事业缺乏强有力的外界支持，事业的发展缺乏自上而

下的动力”［４］。

１．３　学科化“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实质及其作用
从前面对“自然辩证法”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经过

改革开放后学界的努力，“自然辩证法”已经在理论内容

上发展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使得课程教学的内容上

也做了相应改变，变成了一个学科性的教育，所以它在实

质上是科学技术哲学课程。

恩格斯说，“自然科学家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

那种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７］，１９７９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承认，“任何物理学家为了进步都

需要某种暂时的世界观”［８］爱因斯坦则给出了对科学和

哲学的动态互动关系理解：“哲学一经建立并广泛地被人

们接受以后，它们又常常促使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指

示科学如何从许多可能的道路中选择一条路。等到这种

已经接受了的观点被推翻以后，又会有一种意想不到和

完全新的发展，它又成为一个新的哲学观点的源泉。”［９］

可以说，科学技术哲学的有效教育可以使科学工作者超

越狭隘的专业知识技能思考的视野，转换到更深的层次、

更广的范围、思考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从

而使科学思维更周全、更严谨、更灵活、更有效。

“自然辩证法”指称的学科和课程与意识形态性政治

观点在逻辑上存在巨大的鸿沟。有一种观点认为，恩格

斯当年之所以要研究自然辩证法，其目的是“在研究社会

主义的方面要找寻方法论，要找寻基础”［５］。但是无论作

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还是作为学派的“自然辩证法”，

虽然有公共政策的推论，但没有意识形态性政治观念的

逻辑结论。因为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有效在逻辑上不等

于在社会科学中有效。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适用于

社会领域的价值观，而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思

想”，即适用于自然领域的观点。不同领域之间的可能差

异使得不管自然科学是否符合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在逻

辑上也不能跳跃到社会领域中作为社会主义的方法的依

据。辩证法要成为社会领域的方法论，就只要表明社会

领域符合辩证法即可。因此，自然辩证法在研究社会主

义的方面找寻方法论、找寻基础问题上，已经超出了它的

逻辑能力范围，也超出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１．４　“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转型与研究生政治课的调整
既然学科化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是科学技术哲学，

服务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无关于

政治思想教育，既然在形式上把它作为培养政治课程设

置不利于它本来的目的，那么它应该在形式上转型为“科

学技术哲学”，从政治理论教育中分列出来、作为公共学

位课设置，而这种转型并不仅会以独特的方式加强研究

生的科学思维素质培养，也不会影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不仅如此，在本科阶段已经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已经完成，不需要重

复教育；否则只能说明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完成，如

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意味着要加强它的本科教育，而不

是遗留着这未完成的状态，去到研究生阶段重复未完成

的教育。实际上，本科和硕博阶段政治教育应该注意阶

段性分工与递进，本科阶段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为重点，

硕博以训练运用本科学到理论的应用能力为重点，所以

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改成分析当前热点、重点

问题、形势和任务的形势与政策课，提高效果的同时可以

把结余的公共课时应该用于加强“科学技术哲学”这个与

专业学习相关的课程。

２　建立新型课程体系，实现学科价值
改革转型形成的“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类似于英语

课程的公共课，但与自然科学类专业在学理上更为相关。

所以我们在建设这个新课程的时候，应该有新思路，尤其

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以充分实现、展现学科的价值，形成

一个新型的课程，“自然辩证法”的身份矛盾才算真正有

效地得到解决。

２．１　避免沦落覆辙，强化实效控制
对于学科化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改革，有人认为“学

术内容的充实和扩展才是关键”［１０］，有人认为“从理论深

度来论证自然辩证法教学应该具有的身份和地位提请决

策层的领导干部重视自然辩证法教学”［１１］，这些观点都

没有抓住要害。“在学生学习的实用性目的日益强化的

情况下”［６］，除了通过正名、正位的方式纠正课程身份以

去除其消极的首因效应之外，提高教学效果，通过活生生

的案例使学生体验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研究的启发意

义，改善学生的科学思维观念，使之衷心地肯定这个课

程，这才是实现、展现学科的价值、促进科学技术哲学课

程建设的长远之计。因此课程建设要抛弃把自己仅仅局

限于务虚的观点，必须加强实效控制，建立实效评估

体系。

为了加强实效控制，必须进行教学方法的实效检测。

我们的许多教改项目缺乏科学性，其最关键的地方就在

于缺乏实效检测数据支持，多是理论论证。教改项目作

为一种特殊的科研也必须通过数据说话，为结论提供科

学的依据。经过有效的数据论证的教改方案，才能成为

科学的教改方案。由于转型而成的科学技术哲学教师往

往没有专门的教研室，所以跨校的教改项目及其实验就

成为必要。

２．２　注重实效，完善学科理论
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课程本身也不应该被看作实

用性、可操作性的”，因为它“本质上来讲仍然是哲学”［６］。

这种关于哲学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从源头上来讲，古

希腊人认为哲学就是关于智慧的学问”［６］，而赫拉克利特

说：“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

想。”［１２］这意味着哲学的最终目的还是“驾驭一切”，这是

最为实用的。它也意味着，哲学的观点必须转化为指导

我们“驾驭一切”的方法。哲学提供的方法是“一”，实践

中应对各种的具体方法是“多”，所以哲学作为“驾驭一

切”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创新的思想方法。有人主张

要“自然辩证法的功能重点已向人文素质教育、创造教育

方向转向”、采取“增加创造学（创造技法）内容”、“知行

合一，亲证式教学……要求同学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和所

研究课题，写出体会文章”的教学模式，并有实践效果说

明：“时下‘创造５分钟’已成为学校自然辩证法课程的一
大特色和亮点得到学生的广泛的好评”［１３］，这才是展现

学科价值、实效的正确的教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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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方法化、教学方式的实用化对于理论的价值

实现和它本身的完善都是重要的。（１）理论的方法化把
基础的理论转变成可以直接操作的方法。如果基础的理

论没有进行这样的转化，它就不能直接实用，也就不能实

现它的价值。因此促进科学技术哲学观点的方法化是这

个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它如同应用学科一样重要。

（２）实际上一些哲学争论一旦面对应用效果，就比较容易
解决，而争论不休往往是脱离实践的结果。比如前面温

伯格提到的实证论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的积极作

用和反对原子论、统计力学、妨碍考夫曼对电子的发现、

妨碍对量子电动力学无穷大问题的处理，表明实证论既

有合理因素，又有重大缺陷，所以发展的方向就是把这个

理论的积极成分和其他理论的合理成分结合起来形成一

个新的哲学理论。当我们现有哲学理论不能解释或不能

较好地解释某个科学研究现象，比如吴彤教授提到的“圣

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研究”等几个案例［１４］，促使我们提出

新的理论，实现理论的发展。

２．３　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师与科学工作者的合作交流
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制定全国１２年（１９５６－１９６７）科学发

展远景规划草案提到，要开展学科化的“自然辩证法”的

关键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１５］，这个

思想的精神至今仍然都是正确的。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对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的最广

泛最深刻的概括、总结、反思、考证，必须掌握丰富的素

材；教学方式的实用化也需要创设锻炼学生科学思维素

质的疑难情景，这种疑难情景的素材应该是科学工作者

在实际中碰到的；理论内容的方法化也必须在这种实践

的疑难情景中具体化、变为可操作的方法。这些疑难素

材尽管在记载的科学史中得到一些，然而这种素材毕竟

存在残缺不全的地方，面临考证的任务，甚至可能根本无

法做到细部的查证。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拥有更好的素

材来源：从事科研的活生生的科学工作者。我们不仅可

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用之不竭的素材，而且可以通过与之

互动进行细致的查证和与之相关、相结合的、作为科学研

究根部的科研方法论层面的讨论。

科学技术哲学教师与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不会再

是那种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教条化的单向体验式的

交流，在这种新型的交流中，哲学家和专业的科学工作者

是互补互利、目标相同的：专业的科学哲学家掌握素材的

广度和理论思考的深度、广度强于专业的科学家，而专业

的科学家有其独有的科研经历、经验和独特体认，通过相

互交流探讨，可以超越狭隘的专业视野、达到更周全、更

严谨、更灵活、更实用的思维。所以这种与科学实践相结

合的交流、探讨将成为自然科学专业学习、研究中具有根

本重要性的一个部分，将得到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一样

理解、认同、支持，温伯格批评的、脱离科学家的科学哲学

不会在这里出现。

２．４　利用新技术，创新课程建设的组织方法
全国通行的公共课程通常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如

果组织交流、合作得当，这类课程应该比非公共课程教学

效果要好。但是实际情况是，现在有一些公共类课程的

效果不仅不好，甚至比一般的专业课程差，原因很多，但

缺乏组织、交流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所以科学技术哲学

课程建设应该注意吸收这个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一开始

就注意教研交流、合作活动的组织，尤其是各个学校上这

门课的教师并不是特别多，更应如此。

如今不比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有许多非常经
济、方便的远距离交流手段，比如互联网站、ＱＱ交流、各
种会议视频软件。所以要积极利用这些手段经常化地组

织各级各地教学研究交流、合作。比如，通过互联网站组

织各部分章节以自录自报的讲课视频形式进行的讲课评

优，把最好的说课视频、案例分析链接于网络以推广或实

验一种教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组建专

业团体的ＱＱ群，搭建交流、探讨教学中问题的平台，组织
教研交流、讨论活动。比如笔者就想讨论一个问题：专题

讨论式教学、问题辩论式教学中，学生多，参与度与关注

度的矛盾如何处理？教师的身份是参与者，主持者，还是

评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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