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对 哲 学 专 业 教 学
·

改 革 的 意 见

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 高清海

哲学专业 的教学改革
,

主要 应考虑处理

好下 面三个关 系: 基拙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

系
,

祖论
、

历 史与现状的关 系
,

知识 教育与

能力培养的关 系
。

这 三个问题在文科教学中

带有共 同性
,

但对哲学专业来说
,

它们久有特

珠性
。

哲学 系培养出来的学生
,

要能够适应 我

国社会主 义建设本业不断发展的 禽要
,

必须

其备宽厚的和扎实的基拙
。

哲学专业从本的

工作
,

是要面对各种学料
、

甚至各行各业 的
。

学生经过 四年学习毕业 后
,

在哲学研究机关

从字狡义 上的哲学专业研究工作 的
,

只是极

少欲
,

多欲要在大学
、

其他研 究部 门
、

免政机

关甚至 工 厂企业
,

从事哲学或哲学专业有关

的班论教 学
、

研究和室传 工作
。

这足客观 的

也是正常峙情况
。

各行各业都禽要马充 .’. 主

义世界观来指导
,

哲学专业应 当 为提高我们

鉴个目家的马克恩主 义哲学的理论水平去培

养所介要的 专门人才
。

我们者虑 专业教 学计

划时
,
不能把眼哈仅仅盯在哲学研究机构所

介要的人才上面
,

那祥路子必然翅 走赶 牢
。

如

采从全局 若峨
,

那就必 须首先 注重基础教育
,

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考虑加强 专 业 课的 问题
。

甘学+ 业 包括许多分科
,

哲学专业的 学生应

当其备根摇工作禽要从事这 些分 科 的 研究
、

教学
、

室传的基础和能 力
。

即使在 高年级按

专业化各有侧 t
,

也必 须首先打好一般基础
。

基砂谋 包括理论基础
、

专业基础和基础

知识三类课程
。

这三类课程在 目前的教学中

级然 情况不 同
,

却都存在 一定 的问题
。

先说

第三 类课程
。

哲学专业 禽要的基础知识昨常

广泛
,

它应 当包括 自然
、

社会
、

恩 雄三个硕

域 的基础料学
。

在姐姐的几年里如何适应 哲

学专业的 禽要
,

俊学生有效地掌握最必要的

基本知识
,

是一个很不好处理的 问题
。

拿 自

然料学基础知识来说
,

哲学专业 禽要的这 个

方面 的基础知识
,

与理科学生不 同
,

它禽要统

观全局
,

拿握最基础性的理论
,

还 要了解最新

成果
.
而这 些课程 的 内容又 不能繁杂

、

课时 也

不能多
。

这就很难处理
。

决不 能按照理科课

祖 的体 系给哲学专业的学 生讲授数学
、

物理
、

天文这 些课程
。

这个问题一 1 未能很好的解

决
,

因而收效也就 不大
。

要解决这个问题
,

我

们觉得必 须按照 哲学专业要求编出专门 的教

材
,

培养专门的师资
。

现在有的 学校 已 开 出

的料学思想史概论
,

这 门课非常必要
,

应 当加

强力圣把它开好
。

此外
,

还 可以 开一些 专越

讲座
。

这 些问题一个高校很难解决
,

希望教

育部组织 有关 高校 的力蚤
,

统筹解决为好
。

关于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课
,

知哲学原

址
、

中外哲学史
、

马列哲学经典 著作等
,
这类

课粗的 t 要性勿庸多言
,

应 当大 力加 孩
。

怎

样去加 强? 我觉得 问赶恰好 出在 这里
。
目前

有一种愈益增多课时的趁势
,

似乎要谈加 强
,

就必 须姗加课时
。

增加课时 的要求走 内容不

断彩胀的持 采
,

健漪课时增加
,

内容久得举

胀
。

这样
,

不仅使 它们失去了基础课的性质和

作用
,

还造成课权 内容互相玄复
,

徒然增加 学

生 的 负担
。

基础课 就应 当放在基础课 的位豆

上
,

作 为基拙课去讲
,

发挥它 的基础课 的作

用
。

不要把应 当在专业课中解决的 问题 一古

脑儿地放进基础课里去解决
。

多讲有时并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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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 事
。

内容鹿杂 了
,

线条反而 不会清晰
,

基

本棍念也会 变得模糊
。

这 并不是真 正加强基

础课
。

在 目前的教学方案中
,

基础课学科的

课时一般都偏 多
,

时 间也拖得过长
,
应 当适当

减少
、

缩 短
。

课时减少了
,

时教学的要求 不是

降低
,
而是更高了

,

其中的一些内容可 以在选

修课 中讲授
,

学生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减少
。

所

以
,

这看来是俐减
,

实际 正是适应各类课程 的

性质在加 搔
。

理论
、

历 史与现状 的关 系
,

主要属于教学

指导思 想方面 的问题
,

也同 内容安排
、

课程设

皿有关 系
。

这三个方面娜很重要
,

都应重视
,

而 且必 须相互配合
、

紧密结合
。

多年以来
,

有

一种
“
全史

、

轻论
、

怕 实际
”
的倾 向

。

在 不 少人

的心 目中
,

史属于一 等学科
,

论则被视为末

流
,

许 多人纷纷向史 的领域转移
,

至 于现 实的

哲学问应
,

更少有人慈意问津 了
。

造成这种

情况当然有 多方面 的原 因
。

不管何种原 因
,

哲

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大批地向 史 的方面转

移
,

时研 究理论和现 实问题不感兴趣
,

这种情

况总是不利于我国哲学科学事业 发展的
,

必

须设法扭转
。

在教学内容上
,

史和论相互脱

节的现 象目前仍根突出
,

搞论的 不通史
,

治史

的论也不甚通
,

勉强 去联 系
,

也 多属外在的结

合
。

在课程安排上
,

专业选修课中属于论 的

部分欲蚤很少
,

质 1 也不如 史的方面 的课程

高
,

属于研完鑫际 闷题的部分就更加谈不到

了
,

可谓尚属空 白
。

1 9 7 8 年武汉文科会议上

喇 定 的教学方案中列有杜会调查科 目
,

·

但在

实际上很难有效地实行
。
不仅找给的经费很

少
,

到杜会上去也是 t 金困难
,

很难依照计划

侧安到系统 的情况
。

特别是没有专门研究社

会调查理论和方法的教师
,

教 师缺乏这方面

的训练
,

学生 出去 自然 不能不足盲 目的
。

这

方面 的阿翅必 须解决
。

否则
,

我们培养出来

的人才是不会符合杜会主义 建设本业发展的

食要的
,

长此以往
,

后果难以设想
。

希望教育

部召开 专 r飞会议研究
、

解决 这个问题
。

如何处理好知识教育与 能 力 培 养 的 关

珠
,

是一个其有普连 性 的 问 题
。

对哲 学 专业
协

来说
,

这个 问题更 为重要
。
因 为马克 思 主义 哲

学是世界观
、

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科 学
,

学 习的

根本 目的
,

就是为了掌握能够科学地分析
、

解

决各种 问题的观 点和方法
。

如果学生得到了

一大 堆知 识

—
这也是必要 的—

而 不能把

它转化 为 自己用 以观 察问题 的观点 和 方 法
,

没有把它 变成 自己 的理论思维的能 力
,

那就

不能算是达 到 了哲学教学的根本 目的
。

这个

转化工作应 当结合理论学 习来做
,

应 当在大

学期间打下 一个基础
。

这个问题涉及教学 内

容
,

也涉及教学方法
,

而 归根结 底来说
,

它

是一个教 学指导思想 的问题
。

近几年来
,

时

于课堂讲授这一环 节比较重视
,

有很大加强
,

这是完全必要的
。

在理论教育中我们 过去有

许 多好 的方 法
、

好的经脸
,

这 些好的传 统现在

强 调得很不 够
,

甚至有丢掉的危险
,

这是很不

应该的
。
例如讨论就是一个启发智力

、

进行

理论教 育的好方法
。

世界观 的理论教 育必 须

同改 造廿界观相 结合
,

才能掌握理论
。
不要

不放提
“

改造 世界观
” 。

如果不 改 造世界观
,

用形 而止学的思维方 法 怎 么能 够理解和掌握

辫证法理论呢 ? 而这种情况当前在学 生中 (也

在一部分教 师中 )都是相 当普遥地存在漪的
。

我们在抓好课堂讲授这 一教 学 环 节的 基 础

上
,

对于教学 的其他环 节也应 当 t 视起 来
,

这

样才能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 动性
,

培养他们独

立地思考问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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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81 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概况

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在校学 生 招 4
.

63 万 人
.

比

19 8 0 年减少 20
.

78 万人
,

减少 1 .3 4肠
。

其中 : 广播电

视大学在校学生 26
.

8 万人
,

比 19 8 0 年减少 .5 64 万

人
,

减少 17 .4 肠; 工农高等学校在

校学生 49
.

1万人
,

其中职工 48
.

64

万人
,

农民 0
.

46 万人 , 中学教师进

修学院在校学生 58 .7 3 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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