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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黑

格尔曾称赞他是 “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他一

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街头与人讨论各种问题, 寓教

于其中 , 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极其独特的教育方法 ,

史称 “苏格拉底法”, 或 “助产术”。这种教育方法

在西方教育史上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则试图

探讨其在当代中国的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中的借鉴

意义。

一、 “苏格拉底法”的基本特征

在苏格拉底以前,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是在自

然界中寻找世界的终极原因, 而苏格拉底却认为对

世界原因的真正探究应是发现把万物合理安排的力

量。神是世上万物的最终主宰, 神也为人 “安排了

灵魂”, 这样研究自然就无意义了 , 而应认识人的

主观世界。他首创了在内心世界寻找终极原因的传

统。苏格拉底强调哲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自身 ,

他以德尔菲神庙墙上所刻的警句 “认识你自己”为

终生的格言, 主张人只能研究自己的灵魂, 去寻找

自己心灵中固有的知识和智慧。他说: “我还是求

援于心灵的世界, 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

些。”根据其哲学观 , 真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之

中,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独立地在自己身上发现真理 ,

要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理就必须依靠外界的帮助———

教育来唤醒。哲学家和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臆造和

传播真理 , 而是做一个新思想的 “产婆”。教育的

目的在于通过 “认识自己”而获得知识, 最终成为

有完善道德的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哲学和伦理学的重

要命题, 也是他的教育思想主题。苏格拉底与美诺

讨论道德教育的问题 , 得出一个结论 : 美德即知

识。 “美德即知识”的涵义是美德不是孤立的东

西 , 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无知的人不会有真正

的美德,是不道德的、可耻的。有些人似乎有知识

却也行恶, 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知识; 知识是美

德的基础, 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 有知识的人

才会变得智慧, 智慧就是最大的善。人们应承认自

己的无知 , 从而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获取知

识, 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既然 “美德即知识”,

那么美德是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的。于是, 苏格拉

底提出了 “德行可教”的主张。苏格拉底承认人的

天赋有差异, 但无论好坏, “如果决心要得到值得

称道的成就 , 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即接受教育

而获取知识、完善美德。 “德行可教”的主张否定

了当时盛行于希腊的道德天赋的观念, 而且赋予道

德以一种普遍的认知基础, 肯定了知识的传授与道

德教育之间直接相关。在西方教育史上, 苏格拉底

最早提出了知识和德行的关系及教育在培养德行中

的作用。

为了实现上述教育理念, 苏格拉底独创出一种

奇特的教育方法。作为一种隐喻, 苏格拉底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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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叫做 “助产术”, 即在 谈 话 、 辩 论 过 程

中, 通过讥讽、助产、归纳和定义等几个步骤, 让

人们从具体的事例去思索最一般的原则, 从而获得

知识, 感悟做人的道理。他说: “我是不以知识授

予别人而是知识自己产生的产婆 。” 叫 做 “助 产

术”是因此方法像助产婆把胎儿从母体中催生出来

一样。苏格拉底是受母亲帮人助产接生的启发, 将

此方法运用于人的思想的产生。后人将他的问答法

教学形式称为 “苏格拉底法”。后来的启发式问答

法或谈话法便是从苏格拉底方法发展、演变而来

的。所以它在西方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启发教学。苏

格拉底也成为启发教育的先驱。

苏格拉底没有固定的教馆, 大街、餐厅、运动

场、戏院, 到处都是他的教育场所; 也没有固定的

教育对象 , 手工业者、政治家、艺术家、妓女等 ,

不分男女老少、贫贱富贵。苏格拉底说: “我愿同

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

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 , 我都乐于奉陪。”他与他

们讨论政治、战争、哲学、宗教、艺术、爱情、家

庭等问题。 “他一有机会就引导人去思索自己的责

任 , 不管这种机会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他故意造成

的”, 以此来引导人们探求真理, 形成正确思想。

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主要过程可分为讥讽、助

产、归纳和定义等几个步骤。第一步是讥讽。苏格

拉底喜欢从日常的具体事物入手, 装出什么都不懂

的样子求教于别人 , 使人说出自己的原则暴露自

己。他把对方的命题或定义接受下来, 让人从熟知

的前提中去寻找结论, 最后认识到这些结论怎样与

他们所坚持的其他原则相矛盾 , 使 “通常被认定

的、固定的 , 在意识中直截了当的观念和思想瓦

解 , 并通过其自身与具体的事例使之发生混乱。”

在问答中凸现矛盾 , 这是使人变得智慧的必然步

骤。第二步是助产术或称接生术。苏格拉底充当的

角色是 “智慧的产婆”, “即帮助已经包藏于每一

个人的意识中的思想出世, 也正是从具体的非反思

的意识中揭发出具体事物的普遍性, 或从普遍认定

的东西中揭发出其中所包含的对应物”。 从双方都

认可的具体事例出发, 把话题推进, “分析这个存

在于自发意识中而未被思索过的具体事物, 把隐含

在其中的普遍思想、普遍概念揭发出来, 从而使人

认识一个普遍的命题、普遍的规定。”其实 , 从具

体的特殊的事例发展到普遍原则, 并使潜在于人的

意识中的概念明确呈现, 就是一种归纳式思维。苏

格拉底因此被人称为 “归纳之父”。亚里斯多德给

予了苏格拉底方法以极高的评价: “有两样东西完

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 , 这就是归纳法和一般定

义 , 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第三步是结

果。当普遍概念呈现时, 人们回顾整个过程才意识

到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彼此互相矛盾的”。这样

一来, 人的意识发生混乱, 就陷入一种困惑, 从而

内在地产生 “认真努力求知的要求”, 即求知欲。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 “唤醒人的见识、羞耻、意识”,

由思想矛盾而促使思想发展、认识深化来实现教育

的目的。

《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记述了苏格拉底与尤

苏戴莫斯有关 “正义”和 “非正义”的对话, 这是

苏格拉底方法或 “助产术”一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

例子。苏格拉底要求尤苏戴莫斯列出两行, 正义归

一行, 非正义归入另一行。他首先问: “虚伪归入

哪一行?”尤戴莫斯答归入非正义的一行。苏格拉

底反驳道 : “如果将军惩罚了敌人 , 奴役了敌人 ,

战争中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是作战时欺骗了敌人 ,

这些行为是否是非正义的呢?”尤戴莫斯得出结论,

认为这些都是正义的, 而只有对朋友这样做是非正

义的。苏格拉底又提出, 在战争中, 将军为了鼓舞

士气, 以援军马上就会到了的谎言欺骗士兵, 制止

了士气的消沉; 父亲以欺骗的手段欺骗自己的孩子

吃药 , 使孩子恢复了健康 ; 一个人因怕朋友自杀 ,

而将朋友的剑偷去, 这些行为归入哪行呢? 尤得出

结论, 这些行为又是正义的。最后, 尤戴莫斯不得

不收回原来的主张。

二、 “苏格拉底法”的当代意义

当代教育的主流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 “苏

格 拉 底 法 ” 对 当 代 教 育 有 如 下 几 个 方 面 的 重 要

启示:

1. 教育活动需要准确地设置目标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苏格拉底总显出一副无知

的样子 , 自己提出问题 , 被动等待对方的解释回

答。但实际上提问者就是教育活动的主持者, 是主

动地操控着整个教育活动的。教育的目标、走向、

步骤都有一个总体的设置、规划, 即 “包含着陶铸

的成分”。双方自由交谈, 临场发挥, 回答很偶然、

随机, 教学走向应该很难把握和限定。但关键在于

“问”, 问题设计使得学生只能以一定的方式作答 ,

“使一切任意的回答成为不可能”, “问者所提的问

题的关系 ( 注意点) 、方面受到尊重 , 答者只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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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一的关系、方面作答”。这样对话的灵魂就是

提问者而非回答者, 答者不经意的回答中就掉进了

他所设置的 “圈套”, 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有了

准确的目标设置, 苏格拉底才将 “反嘲”运用得游

刃有余: 先通过反讥使对方 “自知无知”, 打消其

傲气, 然后引导他去其表面, 逐步接近真理, 步步

为营, 最后水到渠成, 诱出一个结论性认识。 “反

嘲”在希腊语中很似英语的 “有意识的轻描淡写”,

所以 “苏格拉底法”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风格。现代

教育采用这种方法, 实际上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 教师应有广博的知识。苏格拉底就被认为是

“一 个 有 全 面 教 养 的 人 , 受 过 当 时 所 需 的 一 切 教

育。”以此为背景 , 才能在看似松散的 “随机”问

答中 , 让教育沿一定轨道运行。当然 , 时代不同 ,

现代教育很难像苏格拉底用一对一的问答形式,众

多教育对象及其个体的差异性对教学目标设置的要

求更灵活。

2. 教育必须质疑、挑战传统知识

苏格拉底常称自己一无所知, 但他不认为知识

是高不可攀、神秘的。他相信人类理性和思维所具

有的力量 , 相信人对知识和真理的把握能力。 苏

格拉底之前哲学家的知识体系是独断的, 苏格拉底

则对知识的终极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当发现传统

的、人所熟知的知识成了问题时, 他引导人从怀疑

前提出发, 通过不断反省和审视生活, 依靠自身的

理性, 利用思维和语言中出现的问题和悖论来揭示

矛盾, 寻找事物的本质, 发现真理。这对教育和学

术传统有着深刻的影响: 获取真理的诀窍在于不断

质疑那些奉为圭臬的定义或公理, 不断向它们提出

“为什么”。现代教育就证明, 对知识的过分崇拜迷

信就是对创造性的阻碍。从现代教育的立场出发 ,

可以这样理解苏格拉底方法: 人是可以理解世界的

终极本质, 建立起知识体系的; 但理智地对现有知

识怀疑、批判, 知识才能有突破性进展。有所怀疑

才能有所创新, 质疑探究是创新思维的核心。受教

育者不盲从、不迷信, 大胆质疑, 敢于挑战, 敢于

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不唯书不唯上, 这是素质教

育和创新教育的先决条件。但怀疑和批判必须有依

据, 决非疑神疑鬼地乱想, 而是在实事求是和精益

求精之上的批判性思维活动。在一个逻辑推理和辨

证思考的过程中, 当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与新的内

容发生冲突 , 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疑点 , 紧追不

放, 细察穷究直至探明结果。这样, 知识的学习不

仅是一种在给定价值基础上的模仿和信息积累, 更

是一种创新和开拓。

3. 教育要激发求知欲

苏格拉底在教学中常用独特而辛辣的讽刺诘问

使对方感到自身观点的矛盾 , 陷入那种目瞪口呆 ,

无言以对的状态 , 即所谓的 “逻格斯窘态”。这种

状态正是他所想要的, 因为此时对方追求真理的热

忱被激活了 , 内心的 “求知的强烈欲望”被唤起

了。现代教育也要贯彻苏格拉底方法的理念: 不要

把具体的知识或结论强加在受教育者身上, 有时甚

至可以没有明确的结论, 也就是说, 要允许结论的

开放性。关键的是当受教育者对某一现象欲知而未

知时, 思维处于困惑时 , 教育者要及时暗示启发 ,

把受教育者的既有经验与要探究的新问题联系起

来, 唤醒激活一种潜在的求知欲、好奇心, 促使其

从内部产生自动的力量和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当然

用此法的结果可能是: 从已知到知之更多; 从已知

到对已知的质疑; 从未知到更多的未知。但教育价

值是等效的, 内在求知欲望的驱动, 受教育者才会

为寻求真理进行永无止境的探索。这样教育目的才

能真正实现。

4. 知识必须自我认识

苏 格 拉 底 认 为 真 理 就 是 在 寻 求 的 过 程 中 ,

“人, 必须通过自己而达到真理。”所以对节制、勇

敢、正义等苏格拉底都没有下一个绝对的定义, 而

是在完全开放的谈话中引导学生学会逻辑思考, 学

会自己感悟发现真理。现代教育理论表明, 要获得

正确的认识必须是经过受教育者的独立思考和内化

过程, 认为是符合实际、符合逻辑的必然结论时才

能转化为其精神财富。在这点上, 苏格拉底方法与

现代教育是不谋而合的: “对话法表明: 对于什么

是真理, 或对任何重大问题做出判断, 都需要通过

独立自由思考的个人彼此之间进行交锋和研讨这种

共同工作的方式 , 才能获得公认而具有合法性。”

苏格拉底方法 “并不是凭借把那些与具体事例有联

系的概念连接在纯粹必然性中的做法, 这是一种演

绎、证明。”苏格拉底有意识地采用兜圈子的方法,

让学生在众多的事例中寻找一种普遍的定义, 这种

包含归纳因素的方法重点是学生的独立 “寻找”的

过程。归结到现代教育就是: 不能过分强调演绎的

教法, 因为没有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 所谓创造性

培养就是一纸空谈———独立思考是独立个性的 核

心, 独立个性是创造的根源和必要条件。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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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教师充分留给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 并把它当

作最重要的一环。那么知识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自

己思辨的结果, 对真理的感悟不是从形式而是从心

底产生的。

5. 知识教学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人 “怎样

做人”。他说 : “禀赋最优良的 , 精力最旺盛的 ,

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 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

应怎样做人的话 , 就能成为最优良最有用的。”也

强调让学生学会做人, 强调道德教育, 但知识教育

与道德教育是互相剥离的。而苏格拉底方法在对真

理的追求中体现的是一种民主与平等、尊重与信

任、理解与合作的氛围, 知识教育活动中潜移默化

地对学生渗透了道德教育 , 也就是教给学生怎样

“做人”。所以苏格拉底方法是一种综合式教学法 ,

体现了知识与道德的统一。苏格拉底认为学生是具

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的, 他和学生是平等的。黑

格尔这样评价苏格拉底: “他同任何人谈话都保持

着阿提卡的文雅风度的特点, 不自以为是, 不好以

为师, 不强人从己, 充分保证并尊重他人的自由权

利 , 避免一切粗暴无理的态度。”在问答讨论中 ,

对某一主题如何理解进行平等的、相互的问难, 以

共同的努力来寻找真理和知识, 寻找对世界和自我

的认识, 双方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只是善

意的论战关系。因此,双方都要充分尊重对方的平

等地位、权利和人格。现代教育中运用这种既能保

持礼貌又能顺利地进行尖锐思想交锋的艺术技巧 ,

将产生和谐的教学互动———双方的 “相互尊重, 人

人平等”的理念不是在抽象说教中获取的, 而是在

知识教学中习惯形成的。这种技巧运用得当就会产

生像苏格拉底弟子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一样的

效果。在从苏格拉底沿袭下来的平等、自由、融洽

的学术氛围中亚里斯多德有了敢于质疑、挑战的勇

气, 最后超越权威建立自己的体系。所以他有句名

言 “吾爱吾师 , 吾更爱真理”。他能够不刻意去说

教、宣传, 让道德理念蕴含在知识教育活动中, 也

就是说, 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融为一体, 把道德提

高到知识水平, 把知识提高到社会水平, 现代教育

才会真正实现 “教书育人”的二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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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Socrates’ Method in Education

LI Xia, LI Zhzo- hui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China)

Abstract: As a metaphor, the education method originally created by Socrates is called “the midwifery”. In the course of

conversation and debate ,a learner is led to think about the most general principle in the specific examples through the ridicule, the

midwifery, the induction and the definition and so on . Thus he can finger out the truth of life. This method has multifacted

enlightenment values to our current educ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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