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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知识的 “趣”及其教学意蕴

周海涛

摘要：知识的力量源自知识的 “趣”，知识的 “趣”分为真趣、善趣和美趣。

从知识关切个体生命与人追求真善美本性相联系的视角，回答了 “何以具备 ‘真善

美’趣的知识最有力量”。知识的 “趣”对教学的意蕴体现在三个方面：引发对教

学内容观的反思、提供重建教学内容的契机以及呼吁知识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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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提出 “知识就是力量”。有学者接着培

根的话回答了 “丰富、有用与有趣的知识是最有

力量的”［１］。但仔细思索，对什么知识最有力量

的阐释，似乎还停留在 “什么是”（什么知识是

最有力量的）的认识论阶段，还没有触及到 “何

以是”（什么样的知识何以最有力量）的本体论

阶段。本文就接着追问 “有趣的知识何以是最有

力量的”，以期对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化有所启示。

一、知识的 “趣”释意

学习是人与知识的交往活动，那么在知识学

习过程中，人需要克服来自生理与心理的两大障

碍，即克服生理的惰性主动获取知识和克服心理

层面的遗忘保持知识。简言之，人与知识的交往

过程就是人与惰性和遗忘作斗争的过程。在此过

程中，人完成了对知识的了解 （知识获取）、理

解 （知识加工）与主动建构 （知识保持与创生）。

那么，人何以能够完成对知识的了解、理解和建

构？很大可能是人先有了对知识价值、意义的前

在认知，或者知识具备了某种 “隐性”的力量，

才能激发人主动获取知识和加工知识的兴趣。所

以，知识很大可能是具备某些 “力量”打开了人

的生命与思维。知识何以具备力量 “打开”学生

生命？知识 “带入”学生生命之后，又何以能激

发学生用生命去感悟知识，形成对知识的 “信

仰”，甚至实现生命与知识的圆融？对于这些问

题，本文认为，应归结于知识的 “趣”，即知识

的 “趣”助力知识打开学生生命，进而带入学生

生命，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感悟与信仰，实现个体

与知识的交往。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知识的 “趣”是知识本

身或者说通过探究知识、学习知识让人的大脑产

生快乐激素———多巴胺，属于感性之爱欲。但知

识不仅应激发感性之爱欲，还应激发理性之爱

欲，否则不可能存在人对知识持久性的、发自内

心的信奉、追求与探寻，毕竟感性之爱欲 “来之

快，去也快”。虽然有学者提出 “爱欲作为激情

是一种强烈的生机力量”［２］１４５，但是，如果需要

保持知识刺激人的感性器官不断分泌多巴胺，让

学习者保持对知识充满感性的激情，在现实的教

学实践中是显然无法实现的。因此，使知识具备

理性的激情，激发学习者对知识纯粹的真善美的

爱欲，以使学习者对知识保持持久性的爱欲，就

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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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的教学生活来说，教学有没有 “效”，

重点在于教学能否真正吸引学习者深度参与和完

全投入，而知识能否激发爱欲是吸引的关键。这

个爱欲就是趣味。所以，知识有无 “趣”是教学

的关键，也是教学能否从教师的引导层面转化为

学习者基于爱欲之驱使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求

知、主动求 “欲”的锁钥。“兴趣在某种意义上

也意味着对于某事的持续关注所带来的内心情感

依恋和 ‘爱’的情感质素的生发。”［３］因此，可以

认为，知识学习是个体从接触到所要学习的知识

内容 （知识学习的始起）到 “看到”① 知识，再

到对知识的 “确信”，最后到对知识的 “信仰”

和 “信守”。这是对知识的主动探寻与求索的爱

欲满足的过程。整个过程都可认为是知识的

“趣”在起作用。何为知识的 “趣”？有学者认

为，“知识本身是无趣的，知识因人而有趣与无

趣”［１］。需要注意的是，知识虽然因人而生趣，

但也因知识具备了某些特征与属性，使知识具备

了 “趣”。

二、知识的 “趣”的类型

在人与知识的交往过程中，知识以不同的方

式和内容满足人的需要，激发人源源不断的探求

欲 （求知欲），这些 “欲”就成了人求知的动力。

进一步而言，人在探求知识的过程中获得了真正

的幸福，这种幸福一定符合人的本性的完满实

现，人才能感受得到，并且持之以恒地去追求。

知识拥有了真善美的属性，这与人对真善美的追

求是一致的，因此知识具备了真善美的 “趣”，

进而具备了力量。所以，从人基本天性的需求出

发，是有可能认识知识的 “趣”的。而追求真善

美是人性之本能，挖掘知识符合人性之本能的

“真善美”之趣，不仅回答了知识因拥有了 “什

么趣”而生出强大的力量，而且使知识拥有打开

与塑造个体人性的基本属性。此外，知识的 “真

善美”趣是知识的理性之趣，契合人追求真善美

的天性，与人自然地求真、向善、达美是联系紧

密的。从人对知识的不懈追求来看，也是知识具

备了 “真善美”趣才使人对知识保持了永久的

爱欲。

（一）知识的 “真趣”

知识的 “真趣”也可以认为是知识的 “理

趣”。首先，知识是吻合客观实在与事物规律的。

此种吻合虽然可能只是世界的一个面相，不完全

反映世界的本相，但此种 “真”刺激了个体不断

靠近事物的本相与本质，“不断朝向和观看生活

中的每个事物”［３］。例如，利用 “勾股定理”计

算旗杆高度、楼梯长度等。虽然 “勾股定理”是

前人利用归纳法导出的几何基础定理，但它在现

实生活中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吻合了知识的客观

实在性与事物的几何规律。当学习者接受这些知

识时，因知识吻合客观实在性与应用性，能使学

习者 “信服”。这是知识 “真趣”的一个方面。

其次，知识是符合逻辑推演的。例如，某些知识

在命题、概念等之间的推演，符合逻辑的前后一

贯性。知识具备了逻辑层面上的 “真”。知识的

“真”，一能对应客观实在 （或吻合学生的生活经

验），二能符合逻辑。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的

“真趣”不是简单落于知识的功用，而是落于知

识的功效。这种 “效”实现了知识塑造人的理

性，即能实现对人追求客观、实在、本真的培

育，以及塑造人在逻辑思维上的清晰与严密。

（二）知识的 “善趣”

知识的道德性或伦理性，也即知识不仅是真

理性的，还是生活性的，是契合生活、观照生活

的。知识的生活性是知识 “善趣”的重要来源。

当知识的 “善趣”契合学习者的生活体验与经

验，或者观照了学习者的日常生活，激发个体的

同理心与同情心去改造世界，削弱甚至消除文

化、知识、意见所导致的在理解或行动实践上的

成见、偏见与分裂时［４］，知识是吻合学习者的日

常生活伦理的。知识的 “善趣”超越了仅具备普

遍真理性与逻辑性的符号存在与概念存在，具备

了个体生活的伦理意味。此时的知识更能激发学

习者的内心信奉，甚至可能从因知识的 “真趣”

而对知识在内心无须置疑走向因知识的 “善趣”

而生发内心的坚定信守。

个体为什么需要具备 “善趣”的知识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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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看到”不仅是肉眼的看见，还是心灵 “看到”知识。从教学的角度看，学习者初始接触到所要学习的知识一般是肉眼先看

到知识。



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诸多不确定性，生活

的不确定性及其潜在危害是人所恐惧的。那么寻

求生活的确定性，避开不确定性，就成了人的生

活需求。而知识特别是人类集体生活积累的间接

知识，就是学习者可依循与依靠的，即学习者需

要知识为遭遇不确定的日常生活 “保驾护航”。

知识不能完全以 “真”（不管是客观实在还是逻

辑上的真）对其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充分的辩护，

而必须在伦理性或善性中获得合法性，即知识的

善是知识得以被信仰的根本尺度。知识的伦理性

或善性以观照个体的生活为旨归，它超越了知识

纯粹被运用的技术性与操作性。

（三）知识的 “美趣”

知识的 “美趣”既指知识本身具备美的属

性，也指知识可以使人获得审美的旨趣。知识本

身的美是因其在表现形式上的简洁性、对称性、

融贯性、奇妙性而具有的美，波兰尼称为 “理论

的智识之美”［５］。此种理智的美可以激发学习者

对知识的不懈追求，这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激发

人学习与探求兴趣的力量。而知识使人获得审美

的旨趣是当人以知识为载体或媒介去思索时，可

以享受思维的自由。这样的知识在思维层面上是

美的。例如，为什么会出现学习者沉醉于知识学

习，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原因是学习者的思

维在知识的世界中遨游，享受了思维上的自由与

愉悦。这种愉悦是理性的美。所以，正如 “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它既强调了人

要聚精会神地阅读，也反映了阅读者沉醉于知识

世界的愉悦状态，享受到心灵与理智之美。

回到本文第一部分的论断——— “知识学习是

人与惰性和遗忘作斗争的过程”。既然知识学习

的过程是与人性作斗争的过程，那为什么学习者

还执着于知识学习呢？除了意识到知识的 “有

用”，被知识的 “真趣”“善趣”所吸引，更深层

次的原因还在于知识的 “美趣”给予了学习者超

越学习常见的痛苦状态，让学习者触及甚至享受

到知识学习的愉悦。“美在于个性与旺盛生命力

的张扬。”［２］１０３如果知识教学仅仅激发了知识的

“真趣”与 “善趣”，那么知识对学习者而言仍有

可能是痛苦多于快乐。因为，知识的 “真趣”可

以借用冰冷、生硬、失去温度的符号来施加给学

习者，知识的 “善趣”也可以利用道德知识与教

条进行虚伪的道德说教，诸如此类也能让学习者

做到 “信守”。但知识学习是否是 “美”的，是

否使学习者拥有发自内心的快乐与愉悦，甚至可

以从中享受到知识给思维和理智自由带来的美

感，恰恰决定了知识学习能否超越人所要遭遇的

一般性痛苦，使人的 “主动性的内在欲求”［６］得

到满足，这是知识学习在引导人性、满足人性甚

至铸就人性。

如上所述，如果知识能够接近甚至吻合人对

事物客观实在的认知，与人的切身经验相近，使

人感受到逻辑上的真，那知识的 “真趣”就激发

了。如果知识能够激发人性中的伦理关怀 （如怜

悯之心、同情之心），那么知识的 “善趣”就到

位了。如果知识能够进一步激发学习者的思维流

畅、审美愉悦，让学习者享受到知识学习过程的

幸福，甚至具备了源自内心的信仰，那知识就进

一步打开了学习者的生命，就具备了与人的生命

本性天然圆融的美感。知识力量的发挥是人在真

善美的本性需求促逼下，不断寻求知识满足自身

欲求的创造力、想象力的激发过程。所以，这就

回答了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有趣的知识何以

是最有力量的。“真善美”趣的知识因与人追求

真善美的生命本性的高度契合，所以最具力量。

知识的 “真趣”“善趣”“美趣”汇聚于知识

本身，超越了知识从属于时间性、相互性、因果

性的现象实存，它们都是知识不受现象界因果束

缚，而被人永久性追寻的 “本体性存在”［２］４。真

善美的趣味作为知识的本体性规定，是知识促逼

人学习的内在驱动力，也使知识在复杂多变的认

知图景中朝向 “整体”的、本体论层面的知识哲

学的回归。因此，知识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回

到人的本性去探寻知识得以被信仰、被追寻的根

源，回到知识何以被传承、延续与创新的原初生

发点，可为以知识为核心要素的教学拨开知识纷

繁复杂的迷雾，廓清知识之本相提供切实可行的

路向。

三、知识的 “趣”的教学意蕴

“知识学习过程的中心就是知识学习过程如

何敞亮个体生命，也即如何把知识学习的过程变

成开启个体智识空间、启迪个体探究欲望、进一

步激发个体求知热情的活动。”［７］此过程是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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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打开个体生命后，人与知识相互圆融，人

的真善美天性得以满足与充实，知识的 “趣味”

也更加丰盈。所以，“最好的生活是那种投身于

知识或沉思的生活”［８］，就在于投身于知识的生

活满足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一）知识的 “趣”引发对教学内容观的

反思

在教学研究中，存在知识实在与知识生成两

种 “非此即彼”的知识理解观。知识作为教学的

核心载体，这些理解影响甚至规制了具体的教学

实践。不管知识在形式上如何随着观念 （知识

观）、技术的变革而发生演变，教学需要知识，

学生的发展需要知识，这些关于知识的核心要义

都没有改变。换言之，教学之所以是促进人朝善

的方向发展，之所以是教化而非规训或驯化，本

源在于知识的 “趣”与人追求真善美的本性的高

度契合。以知识与人追求真善美的本性的紧密联

系来把握知识的 “力量”之源，引导以知识为核

心的教学在纷繁复杂的知识本质研究和属性研究

中有效把握知识，认识与了解知识，从而促进教

学朝更为人性的方向转变。所以，对知识 “趣”

的探究是重新认识知识的属性，从而使知识教学

更易于彰显其育人意义。

传统的教学内容观更多地停留在人的思维与

信息加工层面对学习的知识加以选择与重构，鲜

有从有效把握人对普遍性的真善美的持续与执着

追求的人性深度去建构教学内容，以致教学内容

仅作为符号与信息停留在认知加工和思维整合的

层面，难以使教学内容所承载的人类智慧发挥强

大的促进与创造性力量。因此，即便教师使出浑

身解数向学习者传授教学内容，以知识为核心的

教学内容仍难以直达学习者的内心世界，更无法

转化为学习者持续追求的信念对象，“教是为了

不教”的愿景也就成为教学难以企及的空中楼

阁。基于知识与人对真善美追求的关系视角，对

知识何以具有力量展开深入的剖析，进一步呼唤

了对教学内容观的反思。以知识为核心载体的教

学能否成为学生建构精彩生命与追求人生幸福的

有效途径，则在于厚植知识的真善美趣味。

（二）知识的 “趣”提供了重建教学内容的

契机

如果认为 “有趣是知识最大的力量”［１］，那

么如何让知识有趣，使教学内容具备吸引学生的

内在力量，而非仅停留在刺激学生感觉器官的

“感性趣味”层面，则是教师亟须思考的问题。

而知识的 “趣”可以为教师重建教学内容提供

契机。

知识的 “真趣”提示教师在重构教学时要把

握和关注知识内容与学习者感受、认知之间的亲

近性，通过学习者与知识之间的交往过程，使知

识产生能让学习者始终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思维

与认知的 “在场”，即知识内容能够映照与关切

学习者的身心，贴近学习者先在的经验与认知，

让学习者 “信以为真”。所以，教学赋予知识的

“真趣”就不能局限于提供以概念、符号等概括、

指代、凝练的知识内容，反而需要教师将以概

念、符号等形式呈现的知识，利用真实情境、真

实问题来还原其本相与本源，拉近与学习者的原

有认知经验和身心感悟的距离，打开学习者思维

的认知视界，使学习者对知识内容产生强烈的兴

趣与持续的信念。比如，善对儒家先哲而言是最

根本的，但 “儒家先哲不认为概念上的清晰 （纯

粹知识符号层面的清晰理解）是思想的美德，反

而总是让弟子们在生命体悟中切身地感受模糊不

清的概念之义，直觉地把握概念蕴含的天道，从

而知道 ‘善恶’是如何运行的”［９］。所以，知识

发挥促逼学习者持续学习与 “信以为真”的强大力

量，需要教师对教学内容做能引领学习者身心投

入，使他们发挥切身感受的重构。

对知识 “善趣”的理解，不能限于在道德、

伦理层面激发学习者道德认知上的共鸣，也不能

限于使学习者在道德行为上 “成为一个德行完

善、能够遵循美德来进行社会生活的人”［３］，而

是赋予学习者关怀自然、热爱生命与心系天下的

责任感，此种道德认知是 “大”“普遍”“超越”

的伦理观念。

传统教学对知识 “美”的认识，更多关注在

教学上呈现规则性、合序性的知识内容，使知识

在呈现形式上符合审美旨趣，以此评判知识的

美。但知识的 “美趣”超越了纯粹知识呈现上的

形式美，而追求知识内容给予学习者以思维认知

上的审美享受。此种审美享受达到了思维的自由

与奔放。这就要求教学在选择、重构知识内容

上，关注知识内容对学习者认知与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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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的 “趣”呼吁知识内容与教学方

法的整合

基于结构要素的视角审视教学，常将教学分

为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价，而且在教学理论界

还因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划分，进一步发展了

课程与教学的争论。有学者为了调和课程与教学

的二元冲突，提出了大课程小教学、大教学小课

程等圆融课程教学冲突的论点。实际上，回到苏

格拉底利用产婆术启迪雅典城邦青年的古典教学

来审视知识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关系不难发现，知

识趣味性的激发或知识力量的激发源于知识内容

与教学方法的相辅相成，甚至是共生性存在。苏

格拉底运用产婆术启迪雅典青年时，只用了启发

教学一种方法，但他在不断诘问雅典青年时，是

不断以 “事物是什么”为核心重构发问内容，以

知识的趣味引领诘问对象不断靠近知识本身。如

此，关于知识趣味的求知兴趣激发，是教师不断

重构知识内容，使知识具备丰满的关涉事物本质

的 “真趣”，关涉个体生命与生活伦理获得卓越

的 “善趣”，关涉逻辑运思实现思维自由的 “美

趣”。在教师使用合适教学方法的运作下，知识

内容激发了人的求知兴趣与求知信仰［１０］，获得了深

入追问知识与探寻知识的力量。知识趣味性的激发

需要教学方法来承载，教学方法发挥价值需要知识

内容作为抓手。因此，知识的趣和知识力量的激发

不能仅靠课程 （以知识内容为核心）创生来完成，

还需要知识内容与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共在共

构，如此才构成了完整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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