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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生态学角度看人文与科学教育的平衡 ①

欧阳萍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是当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两者应当在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平衡。
从教育生态学的生态系统论、生态平衡论等相关理论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

的重要因子，两者之间通过学习内容、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互相影响，将有助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自身平衡及其长远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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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９年，英国物理学家、作家 Ｃ．Ｐ．斯诺（Ｃ．Ｐ．
Ｓｎｏｗ）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斯诺命题”的观点：当代社会的
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１］，因为科学

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学科内容和思维方式等

存在极大的差异，最终导致两个集团的相互对立以及科

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割裂。两种文化的分裂也影响到教

育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将高等教育史割裂为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对立的历史。诚然，科学教育

和人文教育之间应当实现某种平衡的观点已成为学术界

的共识，但实际上，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仍然是当前

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严重弊病。有鉴于人文社会学科在

当代高等教育中常常处于不受重视的“贫困”境地，本文

拟从教育生态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视角出发，试图对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内涵、关系以及两者之平衡等问

题进行探讨。

１　教育生态学的研究视角
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工业新文明的帷

幕，将自然科学技术和知识推上了社会经济发展诸动因

的首席之座。科学技术提高了人们的普遍生活水平，使

科学文化逐渐取得了文化典范的意义，最终导致科学文

化和人文文化的分离。人们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

力，对于那些于科技发展无实用价值的知识弃如敝履。

因此，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人们日益偏重科学教育而忽

视人文教育，这种失衡状态严重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和人

的全面发展。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科学教育是指以数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为教学内

容，以培养这些学科领域内职业化科研人才为目的的教

育，而人文教育则是以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诸多

人文学科的相关知识为教学内容，以完善人格和促进个

体身心和谐发展为宗旨的教育。

在当今高等教育系统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

衡现象可谓比比皆是：对于理工科大学生来说，他们重理

轻文，人文知识缺乏；对于文科大学生来说，由于功利主

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学习过程中也表

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忽视理论知识学习。此外，在

当前教育体系中学科分支愈益细化，文理科更是由于专

业课程的设置模式而出现“两极分化”，导致理科生对人

文社科知识一窍不通，而文科生又对理科知识严重匮乏，

这都有悖于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复合型人才的教育目标。

对于这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的现象及其成因，我

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教育生态学就是一个颇具

启发意义的分析视角。

教育生态学是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教

育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文

“ｏｉｋｏｓ”衍生而来，其定义是研究生物或者生物群体及其
环境的关系，或者是生活着的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相互联

系的科学［２］。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在２０
世纪后期生态学理论逐步广义化，从纯粹的生物学研究

转向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教

育生态学逐渐兴起，成为人们分析当代教育问题的又一

重要理论视角。也就是说，教育生态学的主要任务在于

依据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教育领域的各方面问题，

把教育体系与社会环境看作一个完整、独立的生态系统，

并考察这一系统中各因子的演变发展、动态平衡等问题。

最早将“生态学”一词正式引入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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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教育学家沃勒（Ｗ．Ｗａｌｌｅｒ），他于１９３２年提出“课
堂生态学”的概念。１９６６年，生物学家出身的英国教育家
艾里克·阿什比（ＥｒｉｃＡｓｈｂｙ）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英国及
其早期殖民地的大学发展状况，创立了“高等教育生态

学”理论。此后，教育生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

时期。最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育学家劳伦

斯·克雷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Ｃｒｅｍｉｎ）在所著的《公共教育》一书
中正式提出“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认为教育应是一个

有机的、统一的系统，而该系统内部的各因子都处于彼此

的有机联系当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生态学的核

心理论包括系统整体论、系统平衡论等，而这些理论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分析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内涵及其

关联。

２　教育生态系统论与科学和人文教育
教育生态学源于对人类教育活动的生态学研究，把

教育体系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教育

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中小学和大学在内

的各级学校都与社会环境发生人员、物质和信息等方面

的密切联系，彼此形成为一个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统一

整体。因此，整体性原则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强调

系统内各个组成因子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

互相作用而改变了原本各自分散的状态，成为在存在方

式和功能上都发生根本变化的有机统一体。根据生态系

统整体性原则，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因为各部分一旦

按照某种规律结合起来就具有了其独立时所没有的综合

功能；与此同时，各因子的性质和功能在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又会对系统整体施加一定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系统中

也是如此。当代大学教育活动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基

本的教学活动则是教师将人类文明史上积淀下来的包括

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在内的信息传递给学生。因此，科

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

因子。

学者们都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

活本是一个整体，科学和人文只是人类智慧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基于认知体系和认知功能的不同而作出的一种

划分，因而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既有各自的

特征和功能，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３］。一方面，科

学教育应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的科学知识，

使学生学会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将科学知

识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

人文教育则应当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提高学

生的人文素养，并且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自己与他

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

展。根据生态系统整体性原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本就是当前教育体系知识结构的基

本组成部分，是互相沟通、互相配合的有机整体。因此，

两方面内容都应被纳入当代大学的教育轨道，以培养学

生成为既有科学素养又有人文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１９９５年在华中理工大学针
对大学生语文应用能力所进行的测试中，包括硕士和博

士生在内约有２６．３％的学生成绩不及格；在关于人文素

质的调查中，４１８名理工科学生当中不了解法律规范的学
生约占４５．７％，甚至还有９７人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的词曲作者是何人［３］。在文科大学生当中，不仅是基

础的理科知识严重匮乏，甚至对人文社科的基本理论都

不熟悉，导致哲学系学生没读过文学名著、中文系学生闻

所未闻哲学理论的现象时有发生。事实上，科学知识和

人文知识共同构建形成人类智慧宝库，是人类文明传承

至今、并将继续传承下去的知识整体。大学教育只有将

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在知识内涵、综合素质上保持

完整性的人才。一方面，仅有科学知识而忽视人文教育

是不完整的，正如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奥尔

托加·加塞特在强调大学的使命时所说的：“大学首先应

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但“在物理学和

数学中没有‘文化培养’可言，因为那只意味着使人在某

一具体学科方面变得有学问”［４］；另一方面，仅有人文知

识而忽视科学教育也是不完整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和各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都需要科学技术为其提供物质手

段，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知识来正确地认识和开发自然以

及学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因此，高等教育应把握住教

育生态学中的整体性原则，在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同时

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培养整体发展的“全人”为

最高目标。

针对文、理分科所带来的弊病，早在２０世纪中叶，著
名建筑家梁思成就曾经提出要警惕畸形的“半个人时

代”。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仍未见明显改善。

１９９５年，著名学者徐葆耕教授再次提出发人深省的警告：
科技与人文的分裂会导致两个极端，出现两种畸形人，一

种是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另一种则是不懂

科技、侈谈人文的“边缘人”［５］。这两种畸形人的出现，不

仅有悖于现代大学培养高素质综合人才的首要目标，而

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高等教育系统关于生态整体性的原

理要求。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包括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

在内的教育信息本就是一个整体，不仅人文社科要遵循

和借鉴某些科学性客观规律，而且就真正意义上的人文

社科而言，除了“传统的人文学科”之外，也应“包括深奥

的科学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人文价值”［６］。如果人为地将

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开甚至

是对立起来，都是不符合教育生态系统的理论和实践要

求的。

３　教育生态平衡论与科学和人文教育
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和发展，在于它能够

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功能和结构方面的相对稳定，而这种

稳定又源于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以及有机体内部物质和

能量的平衡。如果这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水平相

近或相等，那么该生态系统以及该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

就处于平衡状态；否则将会出现失衡现象。当然，由于所

有物质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生态系统中各因

子的信息能量输入和输出也常常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

象。因此，变化了的因子常常会打破旧的平衡，又通过新

的运动和交换而实现新的平衡。在高等教育系统当中也

存在这种动态平衡。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大学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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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保持一

定的平衡状态，而高等院校中各构成因子也会通过相互

作用保持相对的恒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因子可能出

现此消彼长的力量变化，但在变化之后又会要求建立一

种新的平衡，以促进高等教育系统本身的稳定发展。

大学应与其社会环境在物质、人员和信息的输入、输

出方面保持一定的平衡，这就要求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适

应社会在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等方面的特殊要求。随着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需要大量具备高科技知

识的专业人才以及大量具有创新性和应用性的科学知

识，而科学教育正是大学生能够系统获得科学知识、成为

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因此，作为大学教学内容中的重

要一环，科学教育能够传授各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

及其最新研究成果，能够训练学生们将科学知识运用到

实践过程的技能，能够培育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

力的优秀人才，能够将高等院校与其社会环境结合起来，

推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正因如此，当今世

界各国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科学教育活动，在

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也颇为可观。

然而，当代高等教育不能完全着眼于发展当前经济

的短期目标，只以科学技术人才为培养对象，因为教育的

终极目标是要实现人的理想，提升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幸

福。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

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

欲望。”［６］要实现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因子的和谐发展，

我们必须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平衡。科学教育与

人文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两方面核心内容，只有将两者有

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专业

素质和生理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目前普遍的状况是：

各高等院校中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现象十分严重，

在价值观念领域视科技为至上信条，视道德教育和人文

精神为装点门面的虚饰。但是，“科学虽然扩大了我们的

视野，增加了我们的满足感并且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但同

时也带来了自身所特有的种种危险。知识的进步和控制

力的增强会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失去眼力，失去历史

感，失去哲学观，失去对各种有关的文化价值的洞察

力。”［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虽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技

术进步，但这些知识却可以使人真正成其为人，使大学生

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身心获得健康发展。因此，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两

种重要信息因子，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平衡是培养综

合性素质人才、保持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和功能之稳定的

必然要求。

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经提出一个颇有

影响的观点：２１世纪是一个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时
代，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

需要平衡起来”［７］。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可

以看到：要把握技术的物质奇迹，应当通过科学教育普及

科学知识、培养创新能力；要发扬人性的精神，我们则需

要通过史学、哲学等知识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人类自身、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通过文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和人文精神，通过艺术培养学生发现和欣赏善与美的能

力［８］。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辅相成，共同传递人类历

史上积淀下来的各种文化知识，而两者的相对平衡也正

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发展其社会功能

的关键环节。众所周知，当代大学首要的社会职能就是

培养人才，而新时代呼唤的是“高技术与高情感”平衡发

展的人才，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结

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能。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
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提交了一份关于世界教育形势

和改革的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教育所关心的是整个

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产品的人；教育所关心的是富有创造

性的生活，而不只是物质生产的生活。”［９］不论是“整个的

人”，还是“富有创造性的生活”，都需要当代高等教育将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成为

“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的完善

的人。根据教育生态学的生态系统论、生态平衡论等原

则，我们可以认为：作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因

子，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之间通过学习内容、理论和方法

等方面的互相影响，将有助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自身

平衡及其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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