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

关于科学精神的内涵! 人们比较普遍的认识是! 科学精

神就是求真" 求实的理性精神# 我们认为! 科学精神的最根

本内涵是求真" 创新" 怀疑和坚持$ 具体表现为% 第一! 自

由探索的求真精神$ 亚里士多德认为! 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

才使人成为人$ 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 而理性则是科学的内

在表现$ 自由探索是理性的人的精神追求! 是一种追求真理

的执著精神! 也是一种自由开放的学术态度$ 这种精神表现

在高等教育中即是学术自由的价值取向$ 在我国! !" 世纪

!" 年代左右! 任鸿隽& 梁启超等人明确提出科学精神的核

心在于 ’求真(! 即寻求真实而确切的知识# 第二! 大胆开

拓的创新精神#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活动! 科学的

目的之一就是发现真理! 探求新知# #" 年代随着科教兴国

战略的实施! ’知识创新( 理念的普及! ’创新( 成为科学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 勇于批判的怀疑精神# 随着知

识创新理念的普及! 打着 ’创新( 幌子的伪科学也开始出现

和猖獗起来了! 并 且 迷 惑 了 一 大 批 人 甚 至 包 括 一 些 科 研 人

员! 由伪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惨痛教训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提

醒人们在面对 自 称 为 真& 新 的 知 识 产 品 时 要 保 持 批 判 的 头

脑! 坚持怀疑的精神# 于是 ’怀疑( 成为科学精神必不可少

的一个部分# 第四! 严谨求实的坚持精神# 那些无法识破伪

科学的人以 ’怀疑精神( 为借口来轻率地怀疑和否定现代科

学的结论! 甚至要求科 学 ’怀 疑 自 己(& ’否 定 自 己(# 所

以! 除了怀疑和批判外! 科学精神还是一种坚持精神#
学术界关于人文精神的概念并没有普遍的定论# 本文非

常赞同刘旭东博士的观点! 认为人文精神是在一定的历史条

件下! 通过长期的文化实践及其创造活动! 逐渐积淀& 升华

而形成的反映人的文化价值理想及其主体性的社会意识! 它

体现的是全部人类文化的最根本精神# 它以崇高的价值理想

为核心! 以人本身的和谐发展为最终目的! 其实质是肯定人

的价值& 尊严和人生意义! 维护和弘扬人的本性# $%& 说到

底! 人文精神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是对人类自身的终极

关怀# 站在教育哲学的角度! 我们认为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表现为% 第一! 个体适应# 每个人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 学

会适应其所处生活环境! 并认同其所处文化背景的各种文化

特性! 使自身与社会生活达到广泛& 深刻的联系# 第二! 个

体建构# 每个人在满足了前一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 通过关

注其所处时代的人类生活状况和历史命运! 合理地建构起自

身的社会属性# 第三! 个体发展# 使每个人的身心达到其所

处时代允许的最大限度的发展! 形成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
投身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第四! 社会发展的个体推动# 个人自发的关心社会整体的健

康发展! 致力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精神环境! 塑造提高

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

二!高等教育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整合的必要性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整合是高等教育的应然取向有其

内部和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

从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看!信息时代!高等教育面临来自知

识经济&全球化&学习化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新趋势和命题的

全方面挑战#
首先是来自知识经济的挑战#知识信息超速积累!要求我

们超越常规知识序列!创造性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最经

济的方式适应社会# 这使得高等教育面临以下矛盾%)%*广泛

性和专业性的矛盾$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要求给学生以’通识

教育(!而知识经济又要求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才$ )!*信息

化和意会性的矛盾$ 知识信息可分为可以被编码的和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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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的两类!不能被编码的知识又叫做意会性知识"在知识经

济条件下!知识信息更多地趋同与编码化!而教育又不能抛开

关于人的感情#意志等不能被编码的意会性知识" $!%无限性

和有限性的矛盾"人们对知识信息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而高

等教育内容#时间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传播无限的

知识信息!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其次!来自学习化社会的挑战" 在学习化社会!高等教育

不再是某些杰出人物的特权或特定年龄的规定活动! 而日益

成为整个社会和个人终生都要进行的活动& 学校教育不再是

唯一合法的途径&学习活动将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全部过程中!
成为个人终身的追求"

再次是来自全球化的挑战"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加速了

政治经济全球化!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空间日益扩展到全球

范围!这就要求各国大学面向全球!与国际接轨" 而全球化可

能会带来殖民文化入侵#民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等负面影响!高

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如何确立其价值取向’如何解决外来

文化与本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问题’
最后是来自自然#世界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实施至少在两方面将对高等教育提出挑战! 一是

如何通过高等教育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生态观# 宇宙观和价

值取向’二是如何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统一!使人文课

程与科学课程相平衡’

!"内部原因!高等教育自身的危机"""科学与 人 文 的 严

重分离

现代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大解放! 世界各国纷纷

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科学技术的神奇力量使高等教育对科

学理性产生了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 科学精神成了大学合法

化的代言人" 在科学理性主义盛行的 "# 世纪!高等教育表现

出过分注重和强调传授自然科学知识! 忽视培养人文精神的

倾向!滋生了科学至上的教育价值观!使忽视人文价值的教育

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沼" 由此导致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日益

降低!完整统一的知识体系被肢解成各自为政的分科课程!人

的个性全面发展也被分割成德智体各不相关的几大块" 杨叔

子院士总结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五重#五轻)的严重问

题*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轻学术基础&重书本轻实

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 $"%这(五重)和(五轻)反

映出高等教育中科学与人文的严重分离! 反映出崇拜科学理

性轻视人文关怀的倾向" 长期以来的理性主义文化价值观使

人文精神沦丧了!而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追求自由的人类理

想和追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高等教育必然要呼唤人文精神

的回归"
另一方面! 尽管科学技术的滥用曾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

的后果!但对人类摆脱自然崇拜#宗教崇拜的蒙昧状态!推动

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上所作的贡献却无可否认"我们不能

因噎废食!走向另一个极端+++科学虚无主义"高等教育的健

康发展固然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 但同样离不开科学方法论

的指导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 因此在高等教育中必须强

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整合的可能性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何以整合’ 它们的结合点在哪里’
本文认为!两者的有着共同的渊源!即它们都是人类对自由理

想的追求!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正是这两种精神整合的结合

点"

#"两种精神的共同渊源"""人类对自由理想的追求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源于人类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

追求" 起初!作为古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科学是自由的

学问" 科学精神的内涵首先是自由探索的求真精神!追求真

理不但需要逻辑#理性的思维方法!而且需要内心自由的引导

和外在人身#言论自由的保障" 科学的求真精神!还是一种不

为外界利益左右的(学术自由)精神!用竺可桢先生的话说!就

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人文精神同样也是人对自由的追

求!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对个人乃至人类的自由发展

的追求" 科学精神的自由追求以发现真理为目的!回答(是什

么)的问题!反映了人类渴望自由探索#发现真理的理想&人文

精神的自由追求以全面发展人自身为目的!回答(该怎样)的

问题!体现了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终极目的的理想"

!"两种精神整合的结合点"""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非对立的两极!两者本质上是一

致的!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提

供了现实基础" 科学技术本身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
即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二是技术层面!即人在理解自然秩序的

基础上对自然的控制力" 科学精神同样也包含两方面*工具

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 世纪 &# 年代! 随着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

兴起!科学的价值理性越来越突出!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

值与人文价值越来越整合为一体" 现代高科技的人文价值主

要体现在高科技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繁

荣上!特别是对人的生存质量#人的潜质的挖掘#人的身心自

由和解放上" 首先!以现代高科技为依托的知识经济将把人

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从事精神劳动!人们的劳动观念将发生变化!劳动不再只是

为了谋生!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 其次!教育成为

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

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的过程!终身学习正成为个人和组织寻

求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 最后!生产劳动过程同时成为科技

创新过程!劳动与人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将日趋一致"

四!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整合的途径

要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必须对目前大学的

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教育方法#管理制度等

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
首先是教育观念的变革" 要从观念上纠正重理轻文的偏

向!树立人格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

高 等 教 育 中 科 学 精 神 与 人 文 精 神 的 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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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教育价值取向!高等教育的文化价值观先后从"知识本

位#发展到"能力本位#或"知识与能力并重#!长期教育实践表

明$单纯强调知识传授%能力训练或"知识#和"能力#的简单相

加$都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事实上$人格的培

养$性情的陶冶和个性的塑造是更为重要的教育目标$而这些

属于人文精神培养方面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树立起 "人格本

位#的文化价值观$把"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目标当作重点来

抓!
其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通识教育

侧重于人文文化$专业教育侧重于科学文化$两者都不能很好

地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 都不能完成培养全面发

展的高科技人才的教育目的!专业教育能教给学生科学知识%
专业技能和科研方法$帮助他们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培养他

们的科学精神$使人更具有"灵性#和"智慧#&通识教育可以教

给学生人文知识%人文修养和道德伦理$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陶冶情操$塑造良好的品性$使人更具有"人

性#和"人格#!专业教育教人"知书#$通识教育使人"达礼#$这

两种教育合而为一$ 就可以培养出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

一身"知书达礼#的英才来!而要使这两种教育模式合而为一$

可行的途径就是实施"素质教育#!
再次$在课程设置和教育方法上$进一步实施课程整合计

划$广泛开设"核心课程#或"辐射课程#! 把人文精神与科学

精神$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方法论与价值观整合为一体融入

核心课程$在课程中体现综合性%完整性! 相应地$教育教学

方法也要变革$在人文课程教学中应广泛采用体验学习法$在

科学课程教学中增加实验课$使体察涵咏与实验实证相结合!
最后$在大学管理制度上$应进一步民主化%公开化%人性

化! 这里的管理制度既包括对大学教职员工的管理$也包括

对学生的管理$ 既包括对教学的管理也包括对科研的管理!
应加强人文关怀$为教师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工作环境和学

术氛围$为学生提供更多自由思考%发表意见的空间! 大学是

教育人的场所$不是单纯的科研单位$教学是学校管理的主要

对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首要职责$如果把管理的对象过多地

放在科研上$难免会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 大学的首要任务%
本职工作应该是教育和培养人$培养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的

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合而为

一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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