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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价值问题是教育学史上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来源于英国教育家斯宾塞

的文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反映了知识价值的功利化心态。教育学领域中的功利主义或多或少的影响着

课程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影响着知识内容的选择。知识价值最根本的问题是知识的选择问题,不同时代的

人们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大不相同,谁来选择知识、选择什么知识、如何选择知识是本文想要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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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命题来源

于英国教育家斯宾塞的文章《什么知识最

有价值》,我认为,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

就富有一些功利主义色彩。功利主义,作

为道德哲学中的一个理论,主张实现人的

利益最大化。一般意义上而言,功利主义

也被看作是追求实际功效和利益的意思。

教育学领域中的功利主义,指课程内容对

现实生活的贡献价值,在于能否利用知识

去解决或是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功利主义

或多或少的影响着课程发展的历史进程。

价值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指客体满足主

体需要的效益关系。从古至今,人们从未

怀疑过知识是有有价值的,这一点也不是

知识价值问题的核心。我认为,知识价值

最根本的问题是知识的选择问题。不同时

代的人们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大不相同,

谁来选择知识、选择什么知识、如何选择

知识是本文想要探究的问题。 

1 知识价值问题的回顾 

教育作为以知识为载体的人类活动,

从诞生之日就面临着选择什么知识教人

的问题,对西方课程发展历史的回顾,不

仅可以帮助我们梳理知识价值取向的问

题,明白不同时代的人们衡量知识价值

的尺度,同时也为我们如何选择知识提

供借鉴和思考。 

1.1培养理智的知识最有价值。追溯

课程发展的历史,会发现课程产生之初具

有特定的职能价值。无论是在古希腊,还

是在中国古代,课程内容都来源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不同职业人群的后代经过特定

的课程训练来胜任成人的工作。未来的工

匠有其要学习的手艺,未来的军官有要学

习的作战技术,未来的法官也要学习相应

的法律知识。亚里士多德希望自由公民能

够通过自由技艺的学习进行非功利性的

思辨和求知,从而免除无知和愚昧,获得

各种能力全面完美的发展以及身心和谐

自由状态的教育。其教育内容以七种自由

技艺为基础,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

雅气质的人。古希腊人把文法、修辞、辩

证法当作工具,训练人们的思维和理智。

古希腊人重三艺不重四艺,因为他们认为

三艺可以培养人的理智,或者说是一种辩

证思维,这有利于公民积极的参加政治生

活。他们并不突出四艺在科学中的作用,

探究科学,必然要去感受自然界的事物,

而人们的感觉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近代

科学产生之前,科学在课程中只能屈居第

二位。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能够使思维得

到训练的知识最有价值,因此他们重视三

艺的教学也就不足为怪了。 

1.2古典知识最有价值。随着罗马帝

国的消亡,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天

主教会为维系社会安定和巩固自己的统

治,课程主要集中在宗教和道德的学习。

其内容是神学和“七艺”,神学包括《圣

经》,礼仪等,“七艺”经基督教改造,为

神学服务。早期此种做法有利于加强道德

维系,然而从长计议,基督教提倡禁欲主

义,它忽视甚至排斥世俗课程,人性压抑

和世俗生活遭到破坏成为那个时代人们

显著的生活样态。宗教课程与人性发展相

悖,和现实生活需要相脱离,逐渐被人文

主义课程取代。站在天主教会的立场看,

能够服务于宗教神学的知识最有价值。 

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繁荣,

出现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他

们为谋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以复兴古

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掀开了轰轰烈烈

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形成的狭隘课程

已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一些有

别于宗教课程的世俗化课程应运而生。那

时类似于蒙田、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教育

家希望能够从罗马和希腊的古籍中寻求

新的教育准则,必然需要拉丁语和希腊语

的知识储备。于是在文艺复兴鼎盛时期,

古典学科或人文主义的希腊语和拉丁语

课程有着相当高的职能价值。广泛阅读和

教授古典作品成为了学校生活的流行趋

势。用古典知识的传授取代宗教知识的灌

输,对于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灵魂、

解放人的思想具有着重要意义。人们思想

上的解放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

奠定了基础。 

1.3科学知识最有价值。文艺复兴后

期,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发展,不仅提高社

会生产力,并且增加了社会财富。基于社

会发展和个人完美生活实现的功利主义

诉求,有人思考并鼓吹科学知识的价值。

培根率先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

命题,而使科学知识真正得到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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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出明确结论的是知识价值史上“斯

宾塞问题”的提出。 

1859年,斯宾塞发表《什么知识最有价

值》,斯宾塞受英国功利主义理论和达尔文

进化论的影响,在区分各项知识的相对价

值或比较价值的基础上,确立了他所认为

的确立了他所认为的一个衡量知识价值的

尺度,即是否有利于完满人的生活。他将人

类活动分为五类：(1)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

—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2)从获得生

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伦理

学、算术、几何学、力学、物理学、化学、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学、外语；

(3)目的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生理学、

心理学、教育学；(4)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

关系有关的活动—历史；(5)在生活的闲暇

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绘画、

雕刻、音乐、诗歌。斯宾塞所鼓吹的科学

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也包含历史、艺

术等人文知识。但从斯宾塞对知识价值的

排列顺序可以得出,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

定位高于人文学科知识,反映了他在教育

上的功利主义倾向。斯宾塞问题的答案可

以在其《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书中找到,

即“科学知识最有价值”。此论断一经提出,

便在教育史上带来了课程观的革命,影响

遍及世界,实际上推动了近代科学主义运

动的蓬勃发展。 

1.4人文知识最有价值。进入20世纪

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导致了两次

世界战争,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大

规模的经济危机。自然科学带来的物质

繁荣的背后,是精神的焦虑和文明的危

机。人文知识的价值地位再次得到肯定。

与文艺复兴时期在知识价值问题上的人

文主义诉求不同,20世纪初的人文主义

思潮对人文传统的推崇是基于现代性背

景下科学理性的反思。虽然在知识价值

问题上两种思潮或运动具有不同历史背

景下的批判对象,但在教育意义上的诉

求则具有紧密联系甚至同一的。 

2 对知识价值问题的反思 

知识是人类日积月累的科学文化成

果,通过教育的形式使人们在短时间内

吸纳接收。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

丰富的知识成果犹如浩瀚星河,谁来选

择知识、如何选择知识成为了反思知识

价值问题的多维视角。 

2.1谁来选择知识。20世纪下半叶,批

判教育学和后现代教育学的出现不仅颠覆

了传统教育学的倾向,也为知识价值问题

提供了新的思维和视角。批判教育学的代

表人物——迈克尔·阿普尔认为,以“斯宾

塞问题”为代表的知识价值观忽视了教育

与知识的伦理性与道德意义,掩盖了知识

的价值负载与权力特性。[1]阿普尔从知识的

伦理性、政治性的视角出发,关注的不再是

知识的有用性问题而是知识的合法性问

题。一般认为,从伦理的角度来讲,科学知

识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阿普尔指出在学

校课程中的知识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

“被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团体的

意识形态所支配的。”[2]阿普尔在《意识形

态与课程》表示学校本身也不是一个纯粹

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构,实际上,“学校既

加工知识,也加工人,正规的与非正规的知

识常常通过阶级被当作加工人的复杂的过

滤器,将不同倾向和价值观教授给不同的

学生,潜在地再造了文化和经济的不平

等。”[3]例如18、19世纪西欧的双轨学制,

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规定了不同的受教育

权利。在同一教育阶段,这两轨是完全独立

的,不仅开设的课程不同,任课教师不同,

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目标也不一样。阿普

尔努力让我们看到教育与知识背后的政

治、伦理和阶级的含义,让知识价值问题成

为当下反思民主、平等、公正以及人的解

放等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故知识本身在

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个群

体强加给另一个群体的概念与价值体系。 

2.2选择什么知识。教育学中的知识

价值是主客体关系,客体是不变的知识本

身,而主体各有不同。选择何种知识是由

不同时代的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所决定的。 

回顾西方的学校课程发展历史,我

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知识选择主体的变

化也影响着知识内容的选择。对于古希

腊而言,为了使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生

活,教育家们主张培养人民的思维和理

智的知识最有价值。对于中世纪时期的

教会而言,有利于加强道德维系的宗教

知识最有价值。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

型资产阶级来说,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个

人完美生活实现的自然科学知识最有价

值。关于知识内容的选择,我们常常从作

为统治阶级的群体出发,忽视了知识的

接受者或者说是创造者的学生主体。我

们忽视了学生作为现实的、完整的、主

体性的人,需要的是被精心筛选加工过

的知识,还是多元的知识、充满趣味性的

知识、意义切身的知识和发展性的知识。

在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在提倡全民学习的今天,个人有权选择

对自己有用的知识。我认为我们需要转

变以往的观念,从知识的接受主体出发

选择知识,把“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

命题转化为“什么知识对我最有价值”。 

2.3如何选择知识。知识既然作为人

类智慧成果的结晶,本身就具有丰富的

内在价值。然而受经济、政治等因素的

影响,人们往往注重知识的外在价值,忽

视甚至无视了知识的内在价值。知识价

值取向越来越功利化,偏离了教育本真

的追求。自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教育偏

重自然科学知识,轻视人文社科知识。在

现代中学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重理不重

文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我认为,知识本身

并无高低之分,人为区别对待知识乃是

对知识的不公。我们如何在教育实践中

注重知识的教育价值,更大限度地解放

知识的价值,如何解决现代教育功利化

仍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综上所述,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

命题是片面的,我们应该结合时代背景,

站在不同立场上多维度地看待此问题。

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能带有强烈功利化

的心态去选择知识,要认识到知识的多

元化价值及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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