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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追求领域间的“渗透”

追求领域间的“渗透”是为了发展人的主体能动

性, 即作为主体的人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和

打算怎么做, 同时最终通过实施自己的行动计划达

成自己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在选择自己的目

标时能进行权衡, 而权衡的最高标准是: 能够保障个

体与周边环境( 包括他人和自然环境中的其他事物)

的共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主体性智慧, 是人类与其

他生物的区别所在。如果我们认可这种主体性智慧,

那么教育的终极目标便是发展人的主体性智慧。这

种主体性智慧不仅能指导个人选择做什么 , 也能指

导个人选择不做什么, 而选择的理由不仅考虑个人

当前的需要, 还考虑个人长远的需要; 不仅考虑个人

自己的需要, 还考虑其他人和周边环境的需要 , 同时

也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个人需要的满足与他人、环境

需要的满足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儿童个体主体性智慧发展的轨迹与

人类主体性智慧发展( 理论认识) 的轨迹相对应 , 那

么任何作为主体的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任务就

是不断学习如何更好地处理个人与自己、个人与他

人以及个人与周边环境共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

代主体性发展理论将这三方面的主体性依次称为 :

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类主体性。个人在不同成

长阶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不同, 发展过程中的具体

需要和任务也不同, 因此, 个人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

呈现与多种需要、任务相关的多条轨迹交错交织、相

互影响、轮流升降的运动态势。

二、“割裂”的症结其实并不在“分科”思维

“分科”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

来的一种非常有用的提升认识水平的思维方式。同

样, 在人类教育发展的过程中, 人们也逐渐发现了

“分科教学课程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 最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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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逐渐发现, 用学科的眼光来研究“学科知识技能体

系学习”, 和用学科的眼光来研究“学科内问题解决”

或“非学科或学科间问题解决”, 它们之间并不存在

尖锐的价值追求矛盾。关键问题是, 教师在引领儿童

学习, 或与儿童共同研究学科问题 , 或借助学科问题

与儿童共同探讨人生问题时, 能否坚持以“促进儿童

主体性智慧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立场。

七个学科

健康、社会、科学、数学、音乐、美术、语言

五大领域

健康、社会、科学与数学、艺术 ( 音乐、美术) 、语

言

八项智能

语言、数理逻辑、空间、音乐、运动、自我、人际、

自然观察者

上述是三种目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分科”( 其实

是“分类”) 眼光。由于其下位的“类”作为教育或教学

目标进行表述时往往以相互 平行 的方式 呈现 , 因

此, 教师在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容易忽视终

极目标的追求和围绕终极目标的核心经验的建构 ,

以及各种学科( 或领域或智能) 之间天然的相互渗透

的关系。

但如果领域“渗透”的意义 , 即终极目标是促进

儿童主体性智慧的持续发展, 那么儿童处理身心健

康的经验( 个体主体性智慧 ) 、处理人际健康关系的

经验( 群体主体性智慧) 、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健康关

系的经验( 类主体性智慧) 就应作为教育活动中需要

特别聚焦的“核心经验”。在上述经验的建构过程中,

语言、美术、音乐与数学等符号体系的应用经验能自

然地获得挑战, 同时自然地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获

得发展。下面请看上述观点的另一种图表性描述( 见

图一) 。

下面我们再从一个案例的视角来看问题: 在一

个音乐欣赏活动中, 教师和幼儿一起欣赏了法国作

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终曲》, 并进行了有趣的律

动游戏: 借鉴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创意 , 表演理发店里

顾客和服务员之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在整个

活动中, 教师巧妙地挑战了幼儿的所有智能 , 这种

活动难道不是各种智能( 或领域或学科) 间的相互渗

透吗( 见图二) ?

三、结语

一个人 主体性 智慧的 发展是 在学 习正确 处理

“个人和自己”“个人和他人”“个人和自然环境”之间

关系的实践过程中, 主动为保持健康和谐的关系而

作出尽可能明智选择的结果。尽管这种努力永远是

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只要个人愿意在处理上述三种

关系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就会在积累经验

的过程中不断达成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和态度

的形成, 主体性智慧即是一种知识、能力和态度的合

成体。我们使用分科( 或分领域或分智能) 眼光, 不是

为了把人的各种经验孤立起来或割裂开来, 而是为

了更清晰地认识这些经验是怎样互相支持、共同发

展的。因此, 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知识分类的实际意

义, 充分把握各种知识技能在解决人生问题、发展主

体性智慧的作用的前提下来理解和使用“渗透”这一

概念。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 学科( 或领域或智能) 才

能最终真正在人的主体性智慧发展的统领下有机地

相互渗透、相互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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