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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育:教师职能的传承与创新
———专访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

张 诗 亚,张 艳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要:人的“符号”属性决定了人类文化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产物。教育活动知识包含位育理念的

四个方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位育、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位育、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位育、个体自身内在的位

育。传统教育活动中的“教”与“学”是借助符号系统的媒介作用得以完成的。现代教育活动中的“教”和“学”

不同于以往,它是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迭代更新而不断发展的,由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具体表现为传统教育对象、教学环境、教学方式等都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与“学”的

模式。这些改变要求教师教育在秉承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理念的同时,还要重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并在新

时代背景下重塑教师职业角色,这也是当前教师教育位育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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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一种致力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

会活动。因此,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

题。在张诗亚教授看来,真正的教育便是实现

人的“位育”,即将教育活动中的传承与创新有

机结合起来,这也是位育教育理念的核心要

求。他认为,位育教育理念真正关注到了教育

活动中的人,运用位育教育理念可以将人与时

间、人与空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层层揭示出来。

一直以来,张诗亚教授都高度重视新型网络、

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带给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密切关注教师教育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动向。

如何使年轻教师在急剧变化的时代获得全面

发展的潜能[1],是他一直探索的课题。张诗亚

教授基于对未来的思考,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关键在于对教师职能的准确定位。

一、位育:教师职能的基本理念

张艳:张教授您好! 在2006年和2009年,

您两次使用“位育”这个概念来诠释您对教育

发展的理解,这二者各有什么侧重吗?

张诗亚:2006年,我在《“位育”之道———全

球化中的华人教育路向》一文中,用“位育”这

个概念阐明了全球华人教育应当遵循的一个

基本理念,即华人教育不要单纯地、被动地适

应他文化,而要按照自己文化主体的确定性、

特征、长处、特色发展与他文化交往,从而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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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中实现“中”与“和”的目标[2]。“中”,指

教育者要研究自己所处的境况,找出恰当的办

法解决所面对的问题,认清自己的特点,发展

自己的特色,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妄自菲薄。当

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人类世界便有了“和”,

人类文明便有了多样性、丰富性、发展性。世

界从来不是能用单一标准来“统治”的。

2009年,我在《回归位育———汶川大地震

周年祭之教育反思》一文中,再次使用“位育”

的概念来阐释教育理念上的一些问题[3]。汶川

大地震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必然引起我们深刻

的教育反思。这种反思是建立在更好地认识

和实现人的价值基础上的思考,是对我们人类

所处的境遇进行“有价值的洞察”。因此,无论

是从教育工具层面、教育制度层面,还是教育

价值层面,我们都需要进行反思。传统教育学

认为,教育是单向“适应”社会发展的,或为政

治经济服务,或为科学技术奠定基础。这一观

念可能会对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等产生误导。

因此,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位育教育观。一方

面,位育教育不能搞千篇一律,而要因地制宜、

量体裁衣,不同的受教育者,其生活于特定的

天地系统和特定的人际关系中,这就需要教育

者对其进行特定的“调适”;另一方面,在教育实

践中,任何看起来优秀的东西,都不可以直接照

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是万万不可的。

“位育”,从理念上强调了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

用,强调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相互作用。

张艳:您针对不同的问题都使用了“位育”

概念,却各有侧重,您能谈谈位育教育理念最

基本的内涵是什么吗?

张诗亚:所谓“位育”,应包含四个方面的

内容:人类与自然的“位育”,即人类与自然之

间的相互作用;人类群体与群体的“位育”,即

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

相互作用;个体与个体的“位育”,即个体与个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个体自身内在的“位育”,

即人的情感与理智、愿望与现实等之间的相互

作用。也就是说,教师在这四个方面都具有双

重职能,即教师既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内在的

“位育”,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实施“位

育”。这两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无法截

然分开的。

教师的首要职能,不仅要实现教师自身与

自然的“位育”,还要引导和教育学生,实现学

生与自然的“位育”。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便不会有人自身的发展。儒家的“天人合

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依正不二”等

观念,都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是位

育观的第一个层次。人类群体与群体的和谐

共处,是位育观的第二个层次。主要写先秦礼

制的《礼记》早就提出“天下大同”的主张[4]248,

今人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也发出了“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呼吁[5]。如今,各国之间和平

共处早已成为了国际交往的重要原则。群体

与群体之间的“位育”观,推及人与人的交往,

就是要采取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宽以待人的

态度,这是位育观的第三个层次。“位育”观的

第四个层次指的是个体自身内在的和谐。上

述观念的出发点,都聚焦于人的自身,强调人

自身内在的协调、平和。我国儒家思想提出的

“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主张[4]668,体现了“位育”的三个方面,但

是未涉及人与自然的“位育”。因此,我们提及

的位育观,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这是我们的

先民通过长期与环境、与他邦、与他人打交道以

及对自身不断反省而摸索出来的,可谓来之

不易。

  二、传承与创新:位育理念下教师职能

的内涵

  张艳:教师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教师职能

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请您谈

谈位育教育理念下的教师职能。

张诗亚: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职业,

便是教师。说古老,是因为人类的文化从被创

造之日起,便由教师传承;说年轻,是因为教育

至今仍处在急剧变化和发展中。所以,在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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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下,教师要突出不断创新的职能。

张艳:也就是说,教师职能具体体现在传

承与创新上。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位育教育理

念下教师职能的传承与创新呢?

张诗亚:我们先说传承。人类的教育活动

是以符号为中介完成的。西方哲学家卡西尔

(ErnstCassirer)在《人论》中提到,正因为能创

造并使用“符号”(文中称之为“symbol”),所以

人类 的 传 意 意 图 才 能 突 破 时 间、空 间 局

限[6]56-77,将其所传达之意固定下来并一代代传

承下去。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人们又在原来的

基础上不断增加、重组、创新、发展“符号”的传

意功能。如此,人类用来传意的“符号”,如滚

雪球般越来越多,并创造出了由“符号”组合而

成的系统,这一系统不断发展、演变,最终成为

人类社会文化的基石。人类社会在文化传承

和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动物虽

也有传意行为及对传意行为的学习能力,但受

到现场的、当下的、直接的诸多因素限制,其传

意范围小、历时短,所学技能无法形成积累,所

以几乎不能进步。人类却不同,虽然最初发明

传意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文化还可以通过

人所创造的“符号”来传承。例如:古代教育家

孔子不可能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但其《论语》

还是可以通过文字得以传承;苏格拉底也早已

过世,但我们还可以通过文献得知其观点。小

猴子、小狼等动物学习捕食,老猴子、老狼等必

须亲自在场带领,一旦老猴子、老狼等不在了,

学习 过 程 就 不 复 存 在。动 物 之 间 的“教”与

“学”只能直接地完成传意,是因为动物无法创

造和使用“符号”,老动物只能借助具体的实

物,对小动物进行即时的、现场的“教学”。实

物具有自然、原生的特点,“符号”具有人为、次

生的特点。“符号”不是实物本身,而是由实物

特征抽象出来的替代物。“符号”表达的是实

物所传的“意”,是“意”的稳定、固化、常态化的

物质形式。所以,“符号”既能传意,让使用的

人知道其所传之物是什么;又能脱离其所传之

物而独立存在,并单独完成传意功能。这是人

类教育与动物学习的本质区别。这也是由一

系列“符号”累积、衍生等所构成的文化系统能

够被传承的关键。同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我们可以理解卡西尔的著名论断:人是符号化

的动物,也即人是文化的动物[6]54。人创造了

文化,文化又创造了人本身。可以说,在教育

活动中,传承是积累、进步之本。

我们再说创新。人既创造了文化,又通过

文化塑造了人。人虽然创造了文化,但当其所

处的文化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也要随之改变,

并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人的这种改

变其本质就是创新。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这种改变是什么,否则无法谈清楚创新。我们

曾简单地照搬进化论的说法,将这种改变说成

是“适应”,这是不对的。“适应”一词是舶来品,

英文对应的是“adaption”。以往我们对“适应”

的理解有片面性,只强调了它单方面和被动的

一面。实际上,任何适应都不可能只是单向、

被动、消极的,其本质都是双向、互动、积极的。

“adaptation”一词的词根“adapt”,其本义按照

《牛津高级双解词典》的解释是“makesome-

thingsuitableforanewneed”,即“为了满足某

些新需要去做一些改变”。关于“adaptation”的

翻译,潘光旦先生认为译为“位育”比较妥当。

按照潘光旦先生的说法:“西洋自演化论出现,

才明 了 生 物 界 所 谓 ‘adaptation’或 ‘adjust-

ment’的现象。我们很早以前把它译成‘适应’

或‘顺应’。适应的现象有两方面:一是静的,

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

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位

育’。”[7]对“位育”一词的来历,潘先生也进行了

解释:“《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有一位学者下注脚说:‘位者,安其所也;

育者,遂其生也。’所以,‘安所遂生’,不妨叫作

‘位育’。”[7]

“位”的“秩序”含义,强调了外界环境对生

命体的规定;“育”的“进步”含义,强调了主体

既调整自己也改变环境的发展趋向。这便是

我们在此所谈的创新。所以,将上述两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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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结合起来,应该就是潘光旦先生所理解的

“位育”内涵。一个生命体面对环境发生变化

时的适应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利用人类已

经创造出来的各种便利;另一方面发展自身的

各种潜能。前者主要是传承,后者则是创新。

两者互补,缺一不可。

虽然教师教育是现代大学的产物,但是毋

庸置疑,教师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实际

上,人类早期的“教”与其他动物的“教”有两点

是一致的:一是教者都是年长的一方;二是教

的形式都是在现场直接面对面进行。从这层

意义上说,人与其他动物的“教”都是对生活或

生存技能的传承。但是,人类创造出了能独立

于其创造者而存在的“符号”后,“教”与“学”便

发生了质变,彻底告别了动物行为。因为“符

号”能独立于其创造者而存在,教者对被创造

出来的“符号”进行的存储、提取、组合、创生

等,都不再受制于“符号”最初的创造者。于

是,人类的教者不再仅限于长者,还扩大到掌

握了“符号”的任何人,人类的“教”也不再受限

于面对面的现场教学。

  三、教师职能创新:科技革命对教师职

能的挑战

  张艳:对“symbol”和“adaptation”两个词的

梳理让我们对教育活动的本质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科学技术对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巨大

作用,让人们看到了创新的重要意义。科技创

新正以变革式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教师创新目前面临着

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

张诗亚:自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全社会迎

来了一个越来越强劲的发展趋势,教师教育职

能更加凸显创新的重要性。教师职能面临着

三个方面的创新与挑战。

其一,教师职能面临着新教学对象的挑

战。20世纪互联网出现,伴随着网络世界发展

的还有一代逐渐成长的新人,他们在互联网环

境下形成的情感、认知、审美、道德观念等与传

统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上一代人有很大不同。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看到、接触到的一

切,都是自然、真实的存在,如山水、田园、鸟兽

等,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以不同的眼光和角

度来看待这两个世界。但在互联网环境下成

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从小所看到、接触到的一

切,既有自然、现实的一面,也有想象、虚拟的

一面。在他们的认知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是浑然一体的,是可以互动和转化的。这导致

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新人与前

辈在认知上出现了较大差异。作为教师,一定

要了解、熟悉自己的教育对象,这样才能做到

因势利导。

其二,教师职能面临着新教学环境和新技

术的双重挑战。5G等技术的到来,使得人们随

时随地可以完成虚拟与现实场景的互换和互

动。当下,互联网络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时

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有学者已经

关注到人工智能在知识技术层面、制度层面、

伦理层面对教师专业身份提出了挑战[8]。这一

切导致教学环境、教学方式等都发生了改变。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得益于这些新教学环境和

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家长、学生也可以

不受身份限制获得这些环境和技术便利,教师

不再是教学资源的独享者。教师需要创造性

地利用这些环境和条件来开展知识传承和创

新的教学活动。因此,教师通过创造性活动生

成独特的课程显得尤为重要[9]。教师应引导学

生正确使用网络媒体,既能让学生从5G技术

中获益,又能让学生不沉溺于网络,以免受到

太多负面影响。所以,互联网时代,必然要求

全新的教师教育。

其三,教师职能面临着创新性学习时代的

挑战。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

长的极限》,书中预言:随着全球性人口激增、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被破坏等情况的进

一步恶化,人类的发展将面临一个黯淡的前

景,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使地球的开发达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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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随之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10]103-320。书

中回答了应对挑战的出路———人类可以通过

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开发潜在的智力,从根本

上摆脱增长极限的限制[10]382-383。

那么,目前人类智力的开发处于什么程度

呢? 我们还是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说起吧。继

“阿尔法狗”之后出现的“阿尔法零”,向世界宣

告了人工智能的学习时代已经到来。“阿尔法

狗”之所以能战胜人类围棋顶级高手,在于它

搜集了所有已知的棋局、定式、招数等数据,在

围棋博弈时,借助海量数据计算对棋局进行针

对性极强的分析,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阿

尔法零”虽然仅仅知道围棋博弈的基本规则,

但根据博弈对手的招数及其背后的运算逻辑,

即时学习,当下应对,依然能获胜。也就是说,

“阿尔法零”运用智能学习打败了对手。“阿尔

法零”的胜利,已经不是对已有经验分析的胜

利,而是对新的情境进行即时学习并采取恰当

的应对措施的胜利。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体

现着人类智能被开发的高度。

人类传统的学习方式有两种,即基于人类

社会发展的不变或者变化不大的“维持性学

习”和“吃一堑长一智”的“灾难性学习”。“维持

性学习”方式是指根据以前的经验、知识等完

成的学 习,这 种 学 习 方 式 今 后 还 会 被 使 用。

“灾难性学习”方式,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

大的,因为灾难很多时候极具毁灭性,甚至不

容许人类还有学习的机会。当代科技革命的

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急速变化的阶段,人们

所生活的社会不再是变化缓慢的时代。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要求学习者只有具备在空间

上“参与”、在时间上“预见”的创新性学习能

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

这三个挑战的出现,倒逼教师必须对教育

理论与实践进行创新。乐观地说,原本就蕴藏

在教师传承土壤中的创新胚芽,迎来了其蓬勃

发展的春天。要拥抱春天,在春天里生长,教

师教育就必须创新。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除了做好传承,还要努力创新,唯有如此,才能

更好地实现其职能。

  四、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教师职能传承

和创新的实践路径

  张艳:面向未来,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创

新性要求越来越高。请您谈一谈,教师可以通

过什么途径做好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呢?

张诗亚: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

一是教育培养的人具有什么特点;二是教师培

养学生用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首先谈谈教育培养的人具有什么特点这

个问题。人工智能学习的出现,宣告了人类纯

逻辑思维、纯因果分析、纯封闭系统中控制学

习等方法的失败。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另外一

个问题:人类在哪些领域、哪些方面的发展是

独有的、不可被替代的、可以超越人工智能的

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人的思维能力。在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仅体现在如

何学习知识上,还体现在如何思考和探索上。

具体说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包括两个方

面:向下是学生具体的学习行为,向上是学生

的开拓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

维无处不在,即便在以掌握知识为主的学习

中,发展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小觑。发

展学生思维的教学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条件:

教学能奠定学生思维发展的坚实基础;教学能

作为学生思维成长的催化剂;教学能通过引导

学生思考、探索、解决问题而提高学生的创新

能力。学生只有拥有了应对未来变化的基础

性知识和能力,才能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大

树”,从而实现人生的“转化”和“飞跃”。只有当

培养出的学生具备开拓性、进取性、创新性等

思维品质时,教师对时代的引领功能才得以真

正实现[1]。教师只有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世界

的历史、人类的总体发展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

握,才能更好地领悟已有知识并完成传承的使

命;教师只有对人类的整体发展态势、科学进

步、技术创新有准确把握,才能对创新性、开拓

性人才培养目标有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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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教师培养学生的具体方法。在传

统文化中,人们对教师的定位极高,对教师所

做的具体工作要求也很高[11]。这可以从“教”

字说起。“教”字甲骨文字形( )的左上半部分

是一个“爻”。“爻”中有两个“乂”。一个“乂”表

示 一 个 “五”。“乂,古 文 五,二 五 天 地 之

数。”[12]13“二五”指“天地之数”,其典故来自《周

易·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13]592。综上,“教”字的甲骨

文字形( )左上半部分中的“爻”,表示两个

“五”。上“五”为“天数五”,也称“阳数”;下“五”

为“地数五”,也称“阴数”。“爻”,即“天数五”与

“地数五”相交。自然、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其发

生发展都在天地之间进行,只有将天地的空间

和时间结合起来一起考虑,才能把握事物发展

本质。我们现在常说的“实事求是”,就是要求

对待事物不能完全抛开它所处的时空维度。

甲骨文“教”( )字形的右边是一只手拿一根棍

形的东西指向上。理解这根向上的“棍”,还得

依据《周易·系辞上》。该书记载:“大衍之数

五十,其用四十有九。”[13]583意思是说,推衍(算

卦)时所用的数(比如蓍草的根数)是五十,但

留一根不用,留的这根用来象征太极。实际

上,占筮时所用的数是四十九,这留下的一根

“棍”在甲骨文字形中指向上,表示“问天”“占

卜”的意思。在现代社会里,“问天”“占卜”该如

何理解呢? 例如:监测部门发布的各类灾害性

预报,往往需要依据动物、植物等出现的明显

异常反应来判断。所以,以“教”为职业的人,

首先,需要明白“教”的意义;其次,需要弄懂天

地之间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最后,实事求是

地将天地间以“符号”为载体的各种事物“化”

了以后传达给学生。“化”就是教师培养学生

的具体方法。“化”字的甲骨文( )很有意思:

“《说文》中:‘化’,教行也。从七,从人,七亦声。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中:‘化’像人一正一倒

之形,即今俗所谓翻跟头。《国语·晋语》中:

‘胜败若化。’韦注:‘化,言转化无常也。’《荀

子·正名篇》中:‘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

之化’。”[12]从中不难发现,“化”表示本质相同

的事物可以表现为不同的状态和含义。有的

教师上课,嬉笑怒骂,可以任意转化;有的教师

讲课,僵化呆板,无法迁移发挥。前者是因为

教师“消化”了其所讲的内容;后者是因为教师

没有“消化”其所讲的内容。“化者无形也。”教

师教的内容不再是具象的东西,而是教师自己

对天地系统中不能被别人代替的研究,用“出

神入化”描述这一过程再恰当不过。教师“问”

了“天”“地”,弄懂了“天地相交”的含义才去教,

而不是在教学中直接教书本上现成的东西,是

这个职业了不起的地方。教师职业要求教师

不断探究自己所教授的知识,不断在对天地相

交的探寻中形成自己的思想[14]。

古人把“天地君亲师”作为牌位供奉起来。

“师”牌是让接受授业的人懂得,如果没有“师”

就难以认识天地万物间的关系,“师”是天地万

物的基础。对“师”职能的认识,世界上少有其

他文化能达到中国文化这样的高度。教师只

有了解历史、关注现实,才能开阔视野、具备人

文自信与历史自信;教师只有胸襟广大、了解

世界,才能对学生进行恰当的教育;教师只有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才能实现传承

与创新的结合。教师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要

以位育的理念去处理“学”“化”“教”的关系。

张艳:教师在“学”“化”“教”的过程中,首先

应该重视自身内在的位育。您已简要介绍了

位育理念的四个方面,并论及了位育理念的渊

源。请您再从教师教育实践的角度谈一谈位

育教育的内涵,以便对我们有更明确的指引。

张诗亚:教师在履行自身职能的过程中首

先应当重视自身内在的位育,唯有如此,才能

实现对学生的位育,才能实现教育的传承与创

新。位育理念的四个方面相互之间关系非常

紧密,教师只有正确认识了人类与自然的关

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更

好地处理自身内在的问题,最终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这也恰恰是位育理念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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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和

谐之道中第一个要关注的关系。现代科学强

调实验,通过人为控制一些变量,让结果再现,

以此来实现“证明”“证实”的目的。其实,在认

识论上我们不能把天地万物都作为实验对象、

认识对象。佛法讲“依正不二”,明确主张人类

和自然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

存的关系。因此,人类对待自然不能简单地把

自然作为征服、改造的对象,否则人与自然的

关系就不和谐了。

其次是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

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文化与文化的关系。世界

上不同的文化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民族的

不同文化都是在独特的天、地、人系统中形成

的。这些文化在与他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保留

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个性。这些

民族个性都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

财富。

再次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总要与不同的

人交往。从宗教信仰、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社

会阶层等诸方面来看,人与人是不同的。人不

可能脱离他人单独存在、单独发展。个人的生

存、发展、完善都是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得

到实现的。因此,在交往过程中,彼此之间应

存容人、宽人之心。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恕”

“忠”正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仁,

亲也。从人,从二。”[12]45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

要互相尊重。“恕,仁也。从心,如声。”[12]959讲

的是,人与人相处时,需要多从对方的角度考

虑问题,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敬也,

从心,中声。尽心曰忠。”[12]951“忠”则侧重于协

调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

最后是人自身内部的关系。人始终处于

社会生活中,需要不断改变和调整自身状况以

适应外部环境。人自身有很多欲望,也有很多

在与外部世界作用后产生的不适应、不和谐之

感,甚至是抵触、排斥和对抗的情绪。出现这

种情况,不能只用皮亚杰的图式理论来解释,

心理学的看法只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角度,

我们还需要从人类学、文化学视角来看。人自

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复杂的系统吸收和

整合他人思想、他文化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的,而是一个矛盾冲突不断、压力内转的过

程。协调人自身内部的关系,既要处理人心理

的问题,也要研究文化对人影响的问题。

在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中,教师与学生的关

系就是位育理念中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教师

能以“仁”为思想教育的核心来对待学生,那么

学生便 会 成 为 能 够 获 得 尊 严 与 精 神 关 怀 的

“人”,而不是需要被处理的“问题”,更不是需

要被完美制造的“工具”。所以,我们的教师如

果能从以“仁”为本的角度看教育,便会在自己

的“学”“化”“教”中完善知识体系并提高教学

技能。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在教学活动中,还

有更多的思想和创造需要教师们一步一个脚

印地去实现。

张艳: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深

刻的变革,教育也在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

是,无论社会和教育怎样变化,教师一直都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您对教师的未来发展

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张诗亚:时至今日,人类的教育如何发展,

仍是很重要的问题。教育在开发人类潜在的

智力、提升人类的整体素质方面,远非像人类

征服自然那么简单,其所要解决的核心不是

“物”而是“人”。认识、改变和应用“物”是相对

简单容易的,而认识人性、提升人的内在精神

品质是很复杂困难的。因此,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教师在社会主义教育事

业中的重要作用。

张艳: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正如您所

说,为人“师”者,任重而道远。期待能与您有

更多的交流,以便把您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教

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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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yu:InheritanceandInnovationofTeachersFunctions:
ExclusiveinterviewwithProfessorZhangShiyaofSouthwestUniversity

ZHANGShiya,ZHANGYan
(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in

SouthwestChina,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symbolicattributesofhumanbeingsdeterminethathumanknowledgeistheproductof
thecombinationofheritageandinnovation.Knowledgeofeducationalactivitiesencompassallaspects
ofWeiyu,suchasthatbetweenhumanandnature,thatbetweendifferentgroupsofhumanbeings,
thatbetweenindividuals,andthatofindividuals.Teachingandlearningintraditionaleducational
activitiesarecompletedwiththehelpofthemediationofthesymbolsystem,whichdiffersgreatly
fromthoseinmoderneducationalactivities.Moderneducationalactivitiesarecontinuouslyevolving
withtheupdatingoftechnologiessuchastheinterne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whichhasalso
presenteduswithunprecedentedchallenges.Specifically,thedevelopmentismanifestedasdisruptive
changesexperiencedbytraditionaleducationalobjects,teachingenvironment,andteachingmethods,
whichhavefundamentallychangedteachingandlearningmodels.Duetothesechanges,teachersare
requiredtoholdontotheconceptofintegratingheritageandinnovation,andpaymoreattentionto
developingstudents’thinkingabilitytoshapetheteacherasaprofessionalroleinthenewera.Thisis
alsoparticularlyimportantforteacher’seducation,thatis,Weiyuinthenewera.
Keywords:Weiyu;functionsofteachers;educationalinheritance;educationalinnovation;cultural
symbol;thinking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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