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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人科学家是指那些既具备精辟的专业科学知识 ,同

时又有过人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家 ,如马赫、爱因斯坦等。他

们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在他们身上体

现的是多方面完美的结合。他们的示范作用对我们所关注

的素质教育很有启发意义。

素质教育这种提法由来已久。现在的含义是指培养学

生不仅能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 ,又在其它方面有所了

解 ,具备平衡的人格 ,可以适应社会、环境的人才。素质教育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学生 ,它的含义应该是不同的。这里我仅

从哲人科学家现象来谈谈素质教育的几个方面。

首先 ,培养学生对周围事物的广泛、浓厚的兴趣和勤于

思考的习惯。伟大的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从小就对周围的

事物有浓厚的兴趣。据说 ,他之所以有那么大的科学成就 ,

其最初的动力来源于五岁时看到的一只指南针。指南针的

特性激发了小爱因斯坦对科学的兴趣 ,促使他长大以后对

掩藏在表象之下的事物本质进行探索。因此 ,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如此 ,还要使他们在产生兴趣的

同时多动脑筋 ,多思考问题 ,这样无疑对他们以后的学习 ,工

作大有帮助。同时 ,教师和家长要注意正确的引导。因为当

今社会是信息时代 ,孩子们对信息的好与坏不能正确分辨 ,

因此 ,如果发现他们对消极的事物感兴趣 ,应该及时纠正。

其次 ,培养他们的怀疑、批判精神和独创的个性。过去

我们的教育过于强调统一化。举个例子 ,我在小学时上语文

课 ,课文的“中心思想”是老师总结出来我们一字不差的背下

来。而“思想”又怎么能是一模一样的呢 ? 现在我们提倡素

质教育 ,就要尽可能使每一个学生所具有的潜能发挥出来 ;

每个学生都应该是一朵有着自己特殊形状和颜色的花朵。

过去的学生过于听从老师、家长的安排 ,结果造成了“读死

书”的局面。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形。应注重他们创造力的培

养。同时 ,有的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 ,对提出“异议”的学生

有成见 ,但我个人的观点是推崇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爱

因斯坦敢于向牛顿提出的“绝对时空”的概念发出挑战而提

出了相对论 ,可见 ,怀疑、批判的精神是多么重要和可贵。作

为老师、家长来讲 ,加工的对象不是“产品”,不能期待着他们

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 ,这种个性是

不应该被抹杀的。

第三 ,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我们以前只是注重学习能

力方面 ,对于学生的思想发展并不关注 ,但这方面的问题非

常突出。报纸上常登出“Ε Ε老师指责羞辱学生 ,使学生自

杀”的事件。现在的学生被周围的人娇宠的不得了 ,他们无

论从体力还是心理上都不能承受过重的“打击”。如果是这

样 ,他们如何去面对残酷的生存压力和社会竞争呢 ? 许多哲

人科学家有着非常坎坷的经历 :有的从小残疾、有的是难民 ,

但他们都没有向命运屈服 ,他们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 ,不屈

不挠的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 ,我们提到的“强

者”,应更加注意其人格的发展 ,这是素质教育中一个至关重

要的方面。

第四 ,我想谈谈对差等生的问题。差等生之所以差 ,原

因是很复杂的 ,但老师常一概而论 ,结果使本已自卑的差等

生更抬不起头来。应该鼓励他们“天生我才必有用”,学习不

一定适合每个人的 ;应使他们表现出自己较为优越的一面。

不能只是排斥、挖苦。如果他们自暴自弃 ,将给社会带来更

多负担。

素质教育、科学精神与哲人科学家

关 永 军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目前 ,关于素质教育的话题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十

分热门 ,大家都有这么一种愿望 ,就是提高学生科学和人文

方面的素质 ,为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

人才基础。尽管对于“什么是素质教育”这个问题还是仁者

见仁 ,智者见智 ,但大家都不否认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是素

质教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推行素质教育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增强科学精神 ,提高科学素养。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 ,如何才能培养科学精神 ?

不同的学者对科学精神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我比较

认同这种观点 :科学精神主要是一种探索精神 ,它以实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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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 ,不管哪一种定义 ,都有一个

相同的信仰基础 ,那就是不存在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的有人格

的神。有一句名言大家都很熟悉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

的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这里所说的宗教、信仰 ,不是

一般所说的耶和华、释迦牟尼、真主安拉 ,而是指存在于自然

运动之中的规律 ,爱因斯坦把这种信仰称为斯宾诺莎的上

帝。这种规律 ,就是科学活动中所要探索的。

好多人把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混为一谈 ,其实二者还是

有很大区别的。科学知识只是一些事实和结论 ,而科学精神

更多的是对未知领域探索的欲望和行动。科学知识可以通

过填鸭式的教育硬塞到学生的脑子中去 ,就像我们以往经常

做的那样 ,让学生整天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数据、结论 ,以

为这样就可增强他们的科学精神。殊不知在这种填鸭式的

教学过程中 ,学生求知的天性和欲望逐渐被扼杀 ,只剩下对

考试的娴熟和对未知自然的漠然。

在科学史上 ,科学精神的形成不是某一个科学家完成

的 ,也不是在某一项成果中完成的。但是在每一个科学家的

每一项成就中 ,无不体现着前述的科学信仰和探索精神。中

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这句话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 ,就得亲

口尝一尝。”同样也可以说 ,要想真正体会科学精神 ,就得亲

身去做一些科学研究。尝一尝梨子是很容易的 ,可是要每一

个学生都去进行科学研究以增强他们科学精神 ,却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 事实上人人都去搞科研是不现实

的 ,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可以循着科学史上一些伟大的哲人

科学家的足迹 ,领略他们的精神世界 ,从而培养自身的科学

精神。

科学和人文是素质教育的两个基本方面 ,而在哲人科学

家身上充分体现了科学和人文的交汇。马赫、彭加勒、迪昂、

皮尔逊、奥斯特瓦尔德、赫兹、玻尔兹曼、爱因斯坦、海森伯

⋯⋯这些伟大的名字 ,代表着人类认识自然方面的成就和艰

辛 ,他们都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者。同时 ,他们又是哲学家 ,不

同于一般哲学家的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

我们的素质教育 ,缺少的不是科学知识的灌输 ,而是类

似这些哲人科学家的科学信仰、精神气质的培养。我们并不

知道简单的一个公式、一个论断后面所包含的艰辛的劳动和

超人的智慧。我自己就有这种体会 :如果不是看了《百年科

技回眸》里对科研过程的简单再现 ,真以为那些公式定理都

是某一个科学家的心血来潮。

一般的公众对这些哲人科学家还是很陌生的。有的科

学家虽然在公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 ,但是其科学思想、精

神世界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他们知道的只是一个名字。对

好多公众而言 ,牛顿、爱因斯坦和耶稣一样 ,都是被膜拜的对

象 ,区别只是前者是科学家膜拜的对象 ,后者是基督教膜拜

的对象。

科学是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

达到了终极真理 ,我们的理论已经不需要修改了 (就像牛顿

力学的巨大成就带给人的错觉那样) ,但事实往往不是这样。

总是不断的有新的实验事实出现 ,总是有和现有理论不一致

的“遗憾”,因此我们不能满足现状 ,不能停滞不前。永远不

停的探索 ,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科学界没有教主 ,我们

尊敬那些极有成就的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 ,不是认为他

们总是正确 ,而是要学习他们科学研究中可兹借鉴的思想方

法 ,体会他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精神境界。我想这才是素质

教育所应该着重强调的方面。

反思目前的教育

石 昊 苏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 100080)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我们当前的教

育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邓小平) ,教育事关民族和国家的

兴亡 ,教育搞不好 ,其它什么“战略”、“发展”等等问题统统都

失去了谈论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多

么巨大的经济成就 ,但改变不了民众思想水平的落后和教育

观念的愚钝。要么是我们尚未从那场思想大浩劫中醒悟 ,要

么是我们的执政水平在三十年中没有取得同步的发展。教

育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体现执政阶层的意识形态。既然我

们不知疲倦地宣扬我们具有优越性 ,那么就应该从教育上体

现这种优越性和先进性。事实呢 ? 回忆十多年的学生时代 ,

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什么 ? 是铺天盖地的考试 ? 是一哄而上

的教学模式 ? 是顽固不化的教育体制 ? 还是穷追不舍、无休

止重复的政治教育 ? 看看教育的成果吧 ! 干部贪污腐败事

件层出不穷 ,官僚主义作风积习难改 ,学术腐败事件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 ,他们可都是教育出来的“精英”,他们可都是国

家和民族的支撑 ! 支撑烂了 ,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 ? 我们

的教育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

如何改变目前的困境 ? 我想 ,最重要的是思想应该改变

了。既然都希望看到“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就应该立刻采取措施 ,太多的指责和非难不会产生任何

积极有益的结果。我不想重复素质教育、人文教育之类的陈

词滥调 ,因为在未搞清楚教育真正的目的和任务之前 ,盲从

和铺天盖地的宣传和行动都是不可取的 ,它也无益于将我们

引出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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