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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起源于惊讶，其本义是一种 “爱智慧”的意向性活动。儿童探索、发现事物本质的方式和爱智

慧的表现就是玩耍，在游戏中展开对事物的提问，发展自己原始的哲学思维，这种天性决定了儿童天生就

是个哲学家。儿童哲学是一个难以被人接受且容易混淆的概念，具有不同于成人哲学的独特性，只有尊重

儿童，重视儿童的独立思考，相信他们有 “爱智慧”和哲学探究的潜能，才能充分发挥儿童哲学的教育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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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哲学，人们的首要印象往往是理论化、系
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由一些枯涩难懂的

概念和术语构成的逻辑体系，是哲学系专家的一项

精致的学术研究。普通大众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

进行哲学研究，更何况是懵懂无知、少不更事的幼

童。但从２０世纪起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儿童有
自己的哲学这一观点。哲学的本义意味着对智慧的

追求，目前这种离开了哲学本义的哲学概念是承认

儿童有其自己的哲学这一命题的障碍。［１］８３

一、儿童哲学的内涵

雅思贝尔斯于１９５１年内隐地提出儿童有其自
己的哲学，李普曼１９６９年在 《聪聪的发现》一书

中首次提出并使用了 “儿童哲学”这一概念。随

后马修斯从理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

述并将其上升到学科领域。目前我国相关学者认

为，儿童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定义和内涵十分复

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 “儿童的哲学”，即儿童的哲学思想。

儿童的哲学可以理解为儿童对世界万物产生的好

奇、困惑与探究。儿童最初时处于主客体混沌不分

的 “非二元论”状态，在儿童获得客体永久性概

念之后才产生了主客体的微弱对立和自我意识，开

始探索周围新奇的事物。但儿童作为生理和心理均

不成熟的特定主体，是孤立地处理每个问题而没有

将其做出的各种解释统一起来的人，其哲学观念缺



少反思性思维，有着不同于成人哲学体系的生命

色彩。

第二，“儿童哲学探究计划”，即李普曼提出

的儿童哲学教育模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李普
曼对美国公民之间辩论的质量感到不满，并由此发

现到大学再教学生逻辑推理为时已晚，因此开始将

目标转向儿童。李普曼及其同事研究、设计出儿童

哲学课程教材和哲理小说并配有相应的教师手册，

通过不同的练习和课堂活动促进课堂上探究团体的

形成，帮助儿童独立思考，提高儿童的逻辑推理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

第三，“童年哲学”，即马修斯的儿童哲学模

式。马修斯的儿童哲学倾向于欣赏儿童，认为年纪

小的儿童更容易提出哲学问题，成人应该倾听儿童

的声音并努力挖掘童言童语中的哲学意蕴。他为童

年哲学建构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在霍利约克山学院

开设并教授了 “童年哲学”这门课程。［２］在西方国

家，童年哲学作为哲学研究的领域之一已经逐步得

到认可。本文的儿童哲学只取其第一种内涵即儿童

的哲学作为其基本定义。

二、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

（一）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

在希腊文中，“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词是由
“爱”（ｐｈｉｌｅｉｎ）与 “智慧”（ｓｏｐｈｉａ）这两个词演
变而来，其本义是对智慧的热爱、探索和追寻。

“爱智慧”是一种对人生持久探究的激情和渴望，

是一种积极地探索世界、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意

向性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求

知亦是源于对智慧的爱，因此儿童的哲学是儿童的

一种天性所在。儿童初临人世，面对周围陌生的环

境充满了惊奇、困惑和不安，总是提出一些成人容

易忽略、习以为常或是无法回答的问题，迫切地想

知道天地的形状、物体的名称和事情的真相，甚至

是在对成人给出的答案感到困惑时继续追问，从而

满足自身在智力上应对外部环境的渴求。这些都是

儿童对外部世界或是自我的积极探索、认识和理

解，是儿童特有的哲学，是经过儿童头脑思考批判

的活的知识。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儿童就其天

性来讲，是富有探求精神的探索者，是世界的发现

者。”［３］而儿童探索、发现事物本质的方式和爱智

慧的表现就是玩耍，玩耍和爱智慧之间是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的，儿童在游戏中展开对事物的提

问，发展自己原始的哲学思维。儿童的这种天性决

定了儿童天生就是个哲学家。

（二）哲学起源于惊讶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

件，一个是惊异，另一个则是闲暇。［４］由此可见，

惊讶是哲学活动的发端，也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动

力。人们由于受到惊讶的驱动而开始思考、探索和

进行相关的哲学活动。然而惊讶和哲学探索并不是

少数成人哲学家的专利，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更

是对世间万物充满了惊讶，其精神世界没有成人对

事物的先入之见和刻板思维。周围的环境甚至于自

身对儿童来说都是新奇和不可思议的，导致儿童天

然地具有这种可贵的惊讶情绪。他们通过不断地发

问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这是什么，为什么

会是这样？” “世界从何而来，世上第一个人是谁

生的？”等一系列希腊先哲们争论不休的哲学基本

问题，来满足自己内心的好奇。惊讶是一种能动的

哲学意识，它所凸显的是一种基于兴趣的好奇心，

是一种主动思考、积极追问的探究活动。然而由于

种种影响，儿童的这种天然的惊讶情绪却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逐渐萎缩甚至消失，马修斯、李普曼等人

正是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才创立了儿童哲学。由此观

之，虽然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但想要保持儿童的

这种哲学探究精神，更需要成人创造环境来呵护儿

童的这种天性。

（三）每个人都进行着自己的哲学创造

从哲学的本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哲学家，都有

属于自己的哲学，儿童亦不例外。许多哲学家如葛

兰西、雅思贝尔斯等均秉持这一观点。“任何拒绝

哲学的人，他本身就是在不知不觉地实践一种哲

学”。［５］一些人类学家如莱维·斯特劳斯等更是认

为原始人也是作为 “哲学家”出现的。哲学不仅

仅指 “智慧”，更是 “爱智慧”这一活动，我们应

当抛开对哲学的偏见而树立一种 “人人都有自己

的哲学”的观念。究其根本，哲学只是人脑运转

思考后的产物，离开赖以存在的人类个体，哲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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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产生、保存和发展的。无论个体是否承认或意

识到，哲学早在儿童产生主客体对立和自我意识时

就已经产生，并与之相伴相随直到最终。孔子也是

在晚年才明确意识到自己早在１５岁就开始刻意地探
索宇宙和人生的奥秘了。“哲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对真

理的掌握，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哲学就意味着

追寻。”［６］５哲学是一条追寻之路，我们自儿童时期踏

上这条道路，便开始认识他人、探索世界、认识自

我，穷其一生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着自己的哲学创造

以达到内心设定的最高境界。儿童对自我和周围世

界的认知和探索，也是人生哲学创造的一部分。

三、儿童哲学的独特性

（一）具有浪漫幻想的性质和浓厚的生命色彩

儿童的哲学探索始于对生活的惊讶，他们对成

人嗤之以鼻的动画、童话和神话都表现出极强的兴

趣和爱好正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令人惊讶的事

物。儿童的生活简单质朴，对动画、童话和神话的

喜爱传达了其对智慧的追求和浪漫的幻想。成人习

惯了接受权威知识，用已有的经验和标准来回答问

题。小孩的思考是散点式的，不会走你事先规划的

路径，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独来独往。［７］他们的

知识经验是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丰富、发展起来

的，面对问题时没有形成功能固着和思维定式，而

是采取一种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方式对成人习以为常

或是视而不见的事物产生质疑：大卫 （５岁）担心
苹果究竟是不是活着的，他断定苹果在地上时是活

的，但带进了室内便不是活的了。［８］８这是儿童对

“生命”这一概念独有的思考和探究。皮亚杰认为

儿童在最初具有极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很难离开主

观感情去客观地认识和判断事物，这种生命的内在

的特点导致其哲学探究也带有浓重的生命色彩，直

到儿童思想的逐渐成熟才被后来发展强大起来的客

观性所取代。这也是儿童哲学不同于成人哲学的特

性所在。

（二）纯真质朴，通过概念游戏的形式展开

儿童哲学起源于儿童对生活问题的困惑，其形

式或是严肃的提问、或是沉重的思考，但在通常情

况下，儿童的哲学是一种概念游戏，是儿童对概念

的追问和探究。早餐时詹姆斯对儿子母亲抱怨

“大惊小怪的人们制订出关于早起等等的东西。”

儿子丹尼斯 （６岁１个月）慢条斯理但不无敏锐地
说：“早和迟都不是东西，他们不像桌子、椅子和

杯子一类———你能摸到的东西！”［８］２０丹尼斯通过对

“东西”这一概念的故意曲解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

游戏，提出了一个具有概念性和哲理性的观点。从

这一事例可知，儿童通常从生活经验中初步建构自

己对语言和概念的理解，进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

维。对词意概念、语言逻辑的理解亦是儿童哲学的

重要任务之一。雅思贝尔斯认为，孩子们通常具有

某些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反而失去的天赋。［６］２儿童

的生活是朴素而简单的，他们单纯的内心在面对环

境中的自然事物时往往能做出本能而直接的反应。

在没有丰富的语言形容下，儿童的很多观点和想法

只是一种浅显而通俗的表达，但在这纯真而质朴的

表达里往往蕴含着许多成人值得思考的东西，透露

出哲学的光辉。

（三）具有自由创造的性质但易受外界环境影响

儿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处事是简单淳朴、充满

稚气的，对社会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没有清晰的

认识和理解。这固然会给儿童的生活造成一定的麻

烦，但对清规戒律认识的缺乏使得儿童摆脱了由此

带来的种种束缚，从而使其心灵得到解放，获得了

成人难以拥有的自由，更容易直言不讳地提出成人

羞于启齿的、具有哲学意蕴的提问和言论。正如童

话故事 《皇帝的新装》末尾那个孩子一样，在成

人装腔作势、自欺欺人、盲目从众的情况下，却一

语道出了皇帝赤身裸体招摇过市的丑态。［１］９０相对

于追求 “虚荣”背后陷入 “深度自我迷失”的成

人来说，儿童具有哲理性的发现和言论为成人的生

活提供了一面反思和自省的镜子。但是儿童的身心

尚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中，具有极强

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不能像成人一般独立地谋

取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其生活和成长必须依赖成

人提供的外部环境和精神照料。儿童自身的健康状

况、周围环境的各种刺激及其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

极易影响儿童的情绪情感体验，进而影响儿童的自

我认知和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即影响着儿童的哲学

思考和发问，对儿童哲学的具体内容产生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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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四）儿童早期的哲学冲动将对其一生产生重

要影响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早期经验会对其一

生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１］９５同理，儿童早期的

哲学冲动作为早期经验的一部分亦会对人生的发展

起作用。６７岁的爱因斯坦在其 《自述》中回忆起

儿时一个罗盘引发了他对指南针如何工作的思考，

这件事情促使年幼的爱因斯坦开始思考隐藏在指南

针背后的奥秘，并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自然现象奇妙

之处的好奇与探索，直到晚年时期仍对这件事情念

念不忘。可见儿童早期的经历对爱因斯坦一生思想

历程的影响极其深厚。无独有偶，哲学家波普尔在

其著作 《波普尔思想自述》中记录了他在８岁时
遇到了他认为的 “真正的哲学问题”———空间到

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他以为是由于自己年幼无

知导致对这一问题一知半解，直到成年之后才发现

令其烦恼的 “竟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波普

尔是肯定儿童 “爱智慧”的活动和探究的，他在

年幼时期的哲学思考肯定对其日后成为著名的哲学

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儿童天生具有成人难以企及

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儿童时期对智慧的探

索和对哲学的思考如同种子一般深深的扎根在他们

心中，待到他们羽翼丰满、思想成熟时便破茧而

出，影响日后的成长与发展。

四、儿童哲学的教育价值

（一）恢复哲学的普适性，扩展哲学的生存

空间

长期以来，哲学由于被理解成晦涩难懂的学术

研究而被排斥在社会大众的生活视野之外，作为一

门学科也陷入被学生 “敬而远之”的尴尬境遇。

哲学与人们生活愈行愈远的现状导致其自身存在的

意义与价值被社会忽略甚至是否定，使得哲学的生

存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危机。而儿童哲学则强调

了哲学的应用性和实践价值，力图恢复哲学的原初

意义。［９］２４它坚信哲学本义是一种起源于惊讶的

“爱智慧”的意向性活动，承认儿童是天生的哲学

家，将哲学拓展到儿童的世界，并坚持认为每个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进

行着自己的哲学创造。哲学来源于生活，凡是有需

要的人都可以反之将哲学与自身生活融为一体。儿

童哲学试图将哲学从 “被少数专家所把持，囚禁

于科学研究的象牙塔之中”的局面中解放出来，

力图恢复哲学本身的普适性，从承认儿童有其自己

的哲学开始创建一种 “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观

念。儿童哲学是基于儿童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的对周

围世界和自我内心的积极探索，是哲学与社会大众

拉近距离，展示自身对个人生活价值所在和密切联

系的最佳证明。儿童哲学从其本义证明了哲学是贴

近个人的生活思考，而不是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

是适合于普通大众的精神追求，而不是契合少数专

家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哲学的普适价

值，扩展了哲学的生存空间。

（二）淡化哲学的权威性，认识哲学的发展全貌

目前，哲学作为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社会科

学仍然获得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试图用浅

显易懂的语言著书立说来阐释哲学理论、传播生活

智慧，以期达到普及哲学的教育目的。但这些著作

都只是将哲学当做一种可以传播的、权威性的学科

知识，并没有帮助哲学脱离学院式哲学教育的象牙

塔。儿童哲学的提出却创建了一类新型的哲学思

维，它将哲学看做是一种通过游戏形式展开的

“爱智慧”的探索活动，淡化了哲学长久以来的不

可侵犯性，而将其与普通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给

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以积极的方式思考生活的崭新

视角。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人脑思考的产物，不仅

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和变革的运动中，而且存在于

人类个体生活成长的生命运动中。哲学发展史是人

类种族系统和个体系统的有机统一，个体的发展是

以浓缩的形式扬弃的复演了人类种系漫长的历史进

程。由此推知，儿童哲学大致是人类在最初时期进

行哲学探索的历史缩影。古希腊人在英雄时代结束

之前的漫长时期里的思维发展，表现在原始思维和

神话史诗里，就大致同儿童出生到六七岁时的情况

相当。［１０］这表明哲学发展的历史在特定阶段与儿童

哲学的发展处于相似可比的水平，对儿童哲学的重

视和研究可以帮助人类在个体生命周期中得到人类

最初时期关于 “哲学是如何产生的”等一系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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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简约答案，有助于认识哲学发展的全貌。

（三）呵护儿童的好奇心，提升儿童的创造能力

儿童哲学是儿童适应环境的手段和渴望，也是

儿童生存成长的方式和追求，它包括对已知世界的

认识和探索，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和构建。儿童

期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客观存在，是个体的身

心由不成熟到成熟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目前的学术

界对儿童认识能力和知识掌握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

对儿童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关注。传统的学校教

育仍然在刻意地强调师道尊严和纪律权威，师生之

间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和教育大纲的强制要求使得儿

童成为接收知识的容器、权威思想的附庸，而逐渐

丧失了进行独立思考和哲学探索的机会与能力。这

对儿童心理品质的发展、精神生活的展开和人格境

界的提升是极为不利的。而儿童的哲学探索则帮助

儿童摆脱了习俗惯例的约束，重新认识在熟悉事物

中包含的不熟悉的一面，使儿童的好奇心永远保持

最灵敏的状态。通过将自身经验与集体智慧相结

合，主动建构对于未知问题的自我认知和对已知问

题的全新理解，亦能激发儿童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潜

能。这就需要成人保持一种 “如履薄冰”的教育情

怀，尊重儿童的哲学探究，引导儿童批判的看待问

题，鼓励儿童通过独立思考和积极探索来展现他们

对自我和世界的好奇与求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

护好儿童 “爱智慧”的天性，让他们的心灵永远纯

净、自由而不发生 “锈蚀”，使得儿童的哲学探索

在不受任何标准答案的限制下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四）发展儿童交往能力，推动儿童的社会成长

儿童的思想往往是充满稚气的，但他们的哲学

天性却包含着智慧的萌芽，相对于成人固步自封的

思维状态更能给我们以启示和力量。儿童的哲学探

索并不是主张个体进行闭门造车式的思考，而是可

以借助成人的力量形成哲学探究群体，以培养和提

高儿童的相互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养成相互关怀

的心态和自我思考的习惯，从而推动儿童的社会成

长。哲学认为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儿童的

哲学天性启迪我们要尊重儿童发声的权利，消除牵

绊儿童自由表达的枷锁，鼓励儿童主动与他人沟通

交流、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认真倾听并尊重他人

的观点，共同推动对某个哲学问题的阐释或理解，

以期对事物作出理智的判断。在儿童哲学的探究过

程中建构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共同体，营造一

种民主平等的对话氛围，通过哲学探究的 “无答

案性”培养儿童的批判精神，促使儿童逐渐养成

同情、理解和包容的品性和以理服人的态度，学会

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珍妮弗·布莱斯比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Ｂｌｅａｚｂｙ）指出，儿童哲学认定儿童，不
管其依赖的程度如何，都有为自己思考的能力，都

能构建他们自身的意义。［９］２８通过儿童哲学探究群

体，更好的控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在哲学探究中

理解和塑造儿童群体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

协助儿童成长为自治能力充分发展的社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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