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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符号教育学是以符号学为工具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的教育流派。符号教育学者

在教育符号域（教育情境和教育活动）中观察和解释符号及其意义，探究教育符号行为的心理

动机、意义及其各种指号关系中的认知和释义过程，并通过对符号的研究来认知教育现象和思

考教育问题，从符号学视角描述、解释、预测、改进教育。符号教育学体系的纵向结构 含 原 理

层、规范层、实践层。符号教育学的研究重点有符号中的教育、教育中的符号、符号与教育的关

系。符号教育化和教育符号化是符号教育学的两大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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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符号世界。教育主阵地学校

纵有高墙大院，也难挡符号侵入。若无文字符号，教
育内容无法 保 存；若 无 语 言 符 号，教 学 过 程 难 以 进

行；若无信息符号，则网络课程、慕课（Ｍｏｏｃ）都是无

源之水。
国外在２０世 纪 晚 期 出 现 大 量 关 涉“符 号＋教

育”的研究，其中“教育符号学”（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
ｉｃ）作为 一 个 专 有 名 词 最 早 于１９８７年 由 坎 宁 汉 提

出，“符号教育学”（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最早于１９９２
年由尚克、坎宁汉共同提出。对此，笔者２０１６年 已

有专文综述［１］，本文不再赘述。国内理论符号 学 界

开山之作当为李幼蒸于１９９３年所著的《理论符号学

导论》，该书认为，“符号学既是 人文科学的数学，更

是整个人文学科的公分母”，并对意义与文化的符号

学本质、符号学科学的架构等主题有独到见解。胡

壮麟《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一文被引高达

８７１次。王铭玉《语言符号学》提出建立中国式语言

符号学体系化的思想。赵毅衡极富个性化语言风格

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广义叙述学》、《趣味符号

学》、《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都通俗易懂，且
在本土化中将符号学带进广阔天地。程然系统论述

了教育中的符号现象，并提出建构教育符号学的理

论思考［２］；崔岐恩提出构建中国符号教育学的设想；
姜得 胜 对 符 号 学 在 教 育 领 域 之 应 用 有 深 入 的 研

究。［３］

本研究基于符号与教育的深度关联，拟引进符

号学理论资源对教育做符号化阐释，对教育现象做

符号式剖析，并力图以符号学为工具解决教育问题，
这一套 运 作 过 程 及 其 知 识 体 系 可 名 曰“符 号 教 育

学”。

一、相关概念

狄尔泰认为，教育就是文化。石中英曾 论 述 了

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张应强认为，中国教育研究正

在走向文化学范式。［４］而文化即符号化，文者，纹路

也。纹路的本质就是符号。文化 的 表 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就是符号本身。艾柯认为，符号化有三步：一
是思维主体确定某物“有某功能”，二是归类为“用于

什么目的”，三是由此命名为“叫做什么”。［５］远在语

言命名之前，就出现了符号化。符号化与客体本身

的品质或类别关系不大，客体必须在人的观照中获

得意义，一旦这种观照出现，符号化就开始，客体就

不再留于“前符号状态”中。因此，一根竹棍只要落

入教师之手就成为人化世界中的符 号———教 鞭，更

可二度符号化为教育权威的象征。本文基于赵毅衡

的符号学思想，试图从符号教育学视角阐释以下四

个核心概念。
符号：是被接收者认为携带意义的感 知。意 义

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

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

意义的符号。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意义表达（呈现

或发送）和意义解释（感知或接受）等过程以符号为

工具而运作。［６］

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

潜力，解释即意义的实现。要说出任何意义，必须用

另一个意义；判明一个事物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是

引发解释的、可以解释的。［７］福柯说：“我们可以把使

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解释学；
把鉴别符号，确定为什么符号成为符号，了解连接规

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８］他的意思是符 号 学

与解释学相辅相成。赵毅衡认为，意义表达的学问

即意义学，意义解释的学问即解释学。而符号学兼

而有之。［９］

教育：广义的教育指以人生幸福为直接目的的

符号化。狭义的教育指教育符号的创制、释义与应

用。
符号教育学：以符号学为工具研究教育现象和

问题的教 育 学 流 派。符 号 教 育 学 者 在 教 育 符 号 域

（教育情境 和 教 育 活 动）中 观 察 和 解 释 符 号 及 其 意

义，探究教育符号行为的心理动机、意义及其各种指

称关系中的认知和释义过程，并通过对符号的研究

来认知教育现象和思考教育问题，从符号学视角描

述、解释、预测、改进教育。符号教育学作为一个开

放的研究领域或学术流派，将有无限潜力，该领域的

学者将在教育活动和环境中观察和解释符号及其意

义，并通过符号研究来认知教育及其实践。他们将

教育符号行为的心理动机、意义、价值、现实等各种

指称关系中的认知和解释过程作为研究方向，并且

关注教育符号在意义和交流中的过程和机理。

二、历史渊源

（一）教育起源中的符号线索

在原始社会，神话艺术、宗教图腾都有符号留存

至今，成为了解古代的线索。今天我们可以将其当

作艺术欣赏，但这些符号在当时也许就是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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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的元素。起初也许是用身体的动作和表情来

达意，后来用结绳记事，然后用大量的标记符号，进

而迈入体系化的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

书、草书、行书。我们今天信息化时代的０１０１这 样

的数据信息，仍然是高度精致化的规约符号。语言

是整个符号世界里最为系统、最为典型的符号。无

论是符号的形式还是内容，无疑都是教育最原初的

要素。
中国古人已经看到符号学“统会天下之理”。文

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周易·系辞》道“圣人立象以

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伏羲太极八卦图是一个博大

精深的符号，亦可看作中国文化本源的符形。该图

像经过数千年的符号演化，传达了多种奥秘，如阴阳

之道、方生方死、对立统一、一多转化、时空运行等。
再如，教育的“教”字从甲骨文、金文来看，既是象形

符号，又是会意符号。一种解读为：一只手呈爪状，
拿着一根针在缝纫，缝合处呈爻状针线。旁边是一

个很小的孩子在学习。另外一种解读为：左下角一

个小孩学习左上角的文化经典等教育内容，右下角

的成人之手拿着右上角的教鞭在督促、教学。魏晋

时期欧阳建认为，符号（言、称、名）为表，在符号背后

隐藏着客观事物（物、形、色）及其规律（鉴识、理），客
观存在为第一性，名称为第二性。欧阳建称客观规

律为“理”，表达理的命题为“言”。“理”先于“言”，具
有先在规定性；即使没有表达事理之语言符号，世界

仍然依 理 而 存 在（按 照 客 观 规 律 运 行）。［１０］王 夫 之

说：“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

之名分，礼之 仪，乐 之 律，莫 非 象 也，而《易》统 会 其

理。”［１１］所说之种种，既是符号又是古代教育的重要

内容。
给任何人 或 物 一 个 称 呼，就 是 一 个 符 号 行 为。

战国时期公孙龙《名实论》言：夫名，实谓也。知此之

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
知彼之不 在 彼 也，则 不 谓 也。汉 代 刘 熙《释 名》云：
“名，明也，名实是分明也。”名令实变“明”。命名即

符号化。过去幼儿入学第一天要举行典礼仪式，并

由私塾先生取个学名，象征开启正式符号化（或如伯

恩斯坦所谓精致编码的符号化）。人之为人，有别于

猫狗，体现在人之符号中———姓（共同血缘的生物符

号）、氏（共同部落的社会符号）、名（独立意识的个体

符号）、字（个体符号的社会化：二度符号）、号（个体

符号的社会化：三度符号）、讳（社会符号的个体化：
三度符号）。

在西方，Ｓｅｍｅｉｏｎ（符 号）最 早 见 于 希 腊 语，Ｓｅ－
ｉｍｉｏｔｉｋｅ（符号学）首 个 使 用 者 是 洛 克。［１２］他 把 人 类

知识一 分 为 三：物 理 学（Ｐｈｙｓｉｃｓ）、技 能 学（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符号学（Ｓｅｉｍｉｏｔｉｋｅ）。符 号 学 涵 盖 今 天 的 人 文

与社会科学全域。应用符号学之父皮尔斯提出著名

的符 号 学 三 分 法，即 再 现 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ｕｍ）、对 象

（ｏｂｊｅｃｔ）、解 释 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他 强 调 大 学 教 育

主 要 引 导 学 生 思 考 和 无 限 衍 义 能 力，而 非 “教

授”。［１３］卡西尔 认 为，人 是 符 号 动 物，会 生 产 和 使 用

符号才是人胜于动物的高明之处。人类实践本质上

是一种符号活动，通过其建构了一个文化世界。教

育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培养符号人。
（二）教育家都是符号应用大家

善喻者堪为人师，比喻是教学尤其启发式教学

中最为常用 的 手 段，也 是 符 号 学 里 重 要 的 修 辞 法。
符号体系正是靠比喻而延伸，由此扩大我们对世界

的认识。《学记》言：“和、易、以思，可谓善喻”，“君子

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
后能为师”。荀子《劝学》篇为了说明学不可以已，也
使用了大量比喻。这种符号的意象用得恰到好处。

国外教育家使用比喻这种符号学形式更是不胜

枚举。如古希腊柏拉图使用了洞穴隐喻，他的老师

苏格拉底自喻其启发式教学方式为“助产术”，甚至

受审时自比“牛虻”。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师徒二人关

于爱情与婚姻的隐喻。柏拉图还从哲学角度提出了

理念界与现象界的概念，现象界包含符形、概念和事

物三要素，这 种 三 维 分 类 法 成 为 后 世 常 用 的 范 式。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里说，“教学中有一条金科玉

律：在可能范围内，一切事物都应该放在感官面前”。
这显然无意识中应用了符号学中符形、符用的相关

思想。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实质上从符

号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扭转传统教育学过分专注于

符号的发送者，而忽视了作为教育对象的符号接受

者。他说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其实质是让

教育对象能体验到生动、丰富的教育符号，从而为自

我建构、无限衍义提供可能。
（三）符号教育学的理论资源

最早的经典符号学代表为索绪尔、皮尔斯、莫里

斯，这三位符号学大师成为今天符号学不同学派的

奠基人，其理论对教育教学也有诸多启示。如，索绪

尔提出能指－所指的符号二元理论，为今天修辞学、
语言学以及语言的教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作为逻

辑－修辞学派的符号学大家，皮尔斯提出的符号三

元理论则使符号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推动符号学

从语 言 学 领 域 奔 向 广 阔 的 人 文 社 科 天 地。符 形

（ｒｅｐｒｅｓ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ｎ）、符号对象（ｏｂｊｅｃｔ）和解释项（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三者间 有 开 放 性 的 辩 证 关 系，尤 其 是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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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项的引入，使得无限衍义成为可能。符号根据不

同标准可做不同分类，如，按对象关联性可分为图像

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按媒介关联性可分为性

质符号、单个符号和规则符号；按解释关联性可分为

名辞符号、名题符号、论证符号。皮尔斯认为，人有

感觉－经验－抽象的三级存在。他的理论对于符号

教育学领域如教育本质、教育内涵与外延、教育意义

等具有重要启示。莫里斯认为，符号是人理解人的

条件，他根据“符号－使用者－世界”的金三角结构，
列出了６大学科（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社会学、
物理学、实践学），终于使符号学嵌入其他学科成为

可能，也使应用符号学走向高潮。从莫里斯符号学

理论中可以发现教育符号学、教育传播学、教育解释

学的天地；从这些理论中也可引申出诸多教育新域，
如教育学科群的符号关系、教育要素间符号关系等。

随后，百花齐放春满园。符号学如同核裂变，迅
速向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蔓延，著名符号学家璨

如星辰。如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格雷马斯、巴赫金等将经典符号学放到了知识背景

下；后现代性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艾柯、德里达、福柯、

塔拉斯蒂等基于符号学而推出批判主义、解构主义

的文化学、社会学思想；在符号与教育的交叉领域，
有坎宁汉、尚可、塞摩斯基、涂尚、史密斯等探索教育

领域的符号与象征。目前，符号学已经走向多元开

放、全面应用、学科融合的新阶段。
符号学就是意义学，但离开人之在场，一切都无

从谈起。自然之物若无人的意义阐释，充其量只是

潜在的符号。因此，符号学者无论属于哪一代，也无

论属于何种源流门派，其思想必会论及“符号”、“人”
两个核心概念。符号学乃一种开放性理论资源，无

论在元典论域或者引申论域，都为教育学指明了无

穷的应用前景。

三、发展流变

教育与符号深切关联，符号学乃贯通人文、社会

和自然科学的公分母。
（一）符号学的横向联结

赵衡毅把符号学全域分成四对八个领域［１４］，据

此，符号教育学亦可作如此切分（见表１）。

表１　符号学领域与符号教育学的子集映射

符号学领域 符号教育学诸领域

１
人文领域 → 文化、价值、人性、情意、精神、自我等

科学领域 → 教育统计、测量、考试、传播、神经认知等

２
语言领域 → 教育知识、教学、语言、文字、训诂、教育史等

非语言领域 → 教育技能、过程、缄默知识、身教重于言教、空间等

３
叙述领域 → 教育叙事、文本、课程、语境、教育情境等

非叙述领域 → 教育规划、制度、框架、伴随文本、算法等

４
理论领域 → 教育原理、教育观、知识观、人性观等

应用领域 → 教育方法、写作、看图识字、校园文化、多媒体教学等

　　按照我国的学科体系，教育学下分３个一级学

科、１７个二级学科。其更下位教育研究领域则不可

胜数，然而从 符 号 教 育 学 视 角 做 切 割，无 不 各 归 其

位，有所依属。这不是简单的领地划分，而是跨学科

的理论探险，这 些 都 将 从 符 号 学 中 汲 取 理 论 资 源。

表格所列只 是 基 于 现 有 学 科 范 式 和 既 有 概 念 的 铺

陈，实际上，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公分母，将对

教育和教育学研究提供无穷的理论资源。
（二）教育学的纵向演化

教育学的纵向演化可分为三次浪潮：传统教育

学（形而上学；旧“三中心”）、现代教育学（建构主义；
新“三中心”）、符号教育学（解构、文化、衍义、开放；

超“三中心”）。以符号学理论为工具构建符号教育

学是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教育学中

的教育权威主要来源于符形（如对语言文字本身的

重复性识读；对真理的记忆）；现代教育学中的教育

权威主要来源于符用（符号之于主体的功用，如出于

实用而对教育经典的阐释；对真理的构建）；符号教

育学中的教育权威主要来源于符义（多维、多元、无

限衍义能力）和符码（如对教育符号的编码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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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理的运作机制的回应）。
在传统教育学阶段，认识论及其教育哲学思想

的主旋律是形而上学（孔德意义的，而非黑格尔和马

克思意义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尔巴特。赫尔巴特基

于伦理学和心理学撰写了作为科学教育学诞生标志

的《普通教育学》，他批判式地吸收了霍布斯、洛克、
莱布尼茨、康德等人的思想，折中理性主义和经验论

之极端，赞同“统觉团”、“先天综合判断”，但在认识

论上仍属形而上学范畴，甚至发表专著《一般形而上

学》。他把经 验、数 学 和 形 而 上 学 作 为 三 大 理 论 支

柱，认为所有的精神生活属于不可想象的经验形式，
皆起因于普通形而上学。他还认为，伦理道德是教

育学的首要目的，但对心智尚未成熟者可采取恐吓、
命令、禁止、监督、惩罚甚至体罚等手段。传统教育

学阶段的教育实践奉旧“三中心”（教师、教材、课堂）
为圭臬，教育权威主要来源于符形。符形即能指（若
按照莫里斯符号观，则指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分布形

态）。语言符 号 学 中 一 般 有 拼 音 式（如 西 方 字 母 符

形）与拼义式（如汉字）符形之分。周有光以书写笔

画为标准将符形分为原始符形与成熟符形。［１５］从符

号学角度来看，哪些符形被哪些人所掌握，事关权威

的分布。在传统教育学阶段，学习者的意象是存储

器［１６］，知识与学 习 功 效 主 要 在 于 重 复 性，故 而 死 记

硬背、临摹抄写成为学习的主要方式。博闻强记、学
富五车正是 对 符 形 的 获 得，也 是 权 威 身 份 的 象 征。
东方的孔子、朱熹，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莫

不因携符形而受人瞩目。当然符形的分布无不受制

于政治等因素，如秦始皇、李斯之书同文、车同轨，隋
唐之科举取士，西方古代之“七艺教育”，现代之“博

雅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都 是 对 符 形 分 布

的宰制，进而决定了符形葆有者的身份和地位。从

学习要素来看，个体的先天自然条件举足轻重，《论

语》有言：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太平洋的某一

荒岛以及古斯巴达教育皆把儿童逐于荒野，若先天

禀赋愚弱则自然淘汰，不必浪费教育资源。根据石

中英的观点，此阶段属于原始和古代知识型。［１７］

在现代教育学阶段，认识论及其教育哲学思想

的主旋律是实用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杜威。杜威基

于实用主义撰写了作为现代教育学诞生标志的《教

育与生活》、《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作品，他批判式地

吸收了詹姆士、贝克莱、卢梭等人的观点，融会自然

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力推“教育即生活”、“学校即

社会”、“做 中 学”，重 视 亲 身 体 验 和 解 决 实 践 问 题。
这种哲学观强调符号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

以改变的；符号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理论只是对

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

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

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效果。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

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现代教育学阶段的

教育实践奉新“三中心”（儿童、经验、活动）为圭臬，
教育权威主要来源于符用。在现代教育学阶段，学

习者的意象是工具箱，人在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中

沦为小小的工具。学习要求学以致用，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故实验法、合作法、问题法便是常

法。学习的功用旨在其应用性，这个论断不仅源于

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更是基于布劳迪对知识学习作

用的四类划 分（重 复 性、应 用 性、联 想 性、解 释 性）。
从学习要素来看，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人定胜

天”摄人魂魄，后天社会建构成为学习的核心要素。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不无傲娇：给我一打健

康婴儿，我能训练成任何一 种 人 物———医 生、律 师、
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或强盗。根据石中英的观

点，此阶段属于现代知识型或科学知识型。
在符号教育学阶段，认识论及其教育哲学思想

的主旋律是多模态，包含文化浸入、衍义开放、创新

虚拟。其代表人物为皮尔斯、狄尔泰、莫里斯、赵毅

衡等。教育核心是超“三中心”，即超越前两个阶段

的新、旧之三个中心，转而关注自我的个性化成就、
意义的无限演绎、符码的编码解码机制。所谓超越

前两个阶段，重 点 不 在 于 知 识 点 本 身，而 聚 焦 于 方

式、方法，未来还以虚拟仿真为学生提供深度浸入式

学习模式。教育权威主要来源于符义和符码。在符

号教育学阶段，学习者的意象是万花筒，在个体想象

力与虚拟仿真学习情境里，学习者的创造思维得到

空前发展，不再局限于固有的模式。学习以多元释

义、开放创新、个性审美为特征，故虚拟仿真、审美体

验、个性定制是常法。最好的个性化教育就是帮助

个体成就最好的自己。从学习要素来看，人们基本

形成共识：人 的 发 展 多 因 多 果，没 有 统 一 的 成 功 标

准，学习也不存在同一的核心要素，而是注重个性化

定制服务。随着神经科学和基因修复技术的发展，
人脑的记忆可能将由生物芯片存储，喜怒哀乐廉耻

美善也可用脑科学技术操控。人工智能的爆炸式发

展必将印证“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基于布劳

迪对知识学习作用的四种划分，在符号教育学阶段，
学习功用主要在于其联想性和解释性，所以教学主

旨在于扩充“意象库”和“概念库”。根据石中英的观

点，此阶段可名之曰“中庸知识型”———跨越现代与

后现代知识型或文化知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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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体系

（一）纵向结构

根据哲学基本范畴的三论（本体论、认识论、实

践论），可架构符号教育学的纵向结构：原理层、规范

层、实 践 层。其 中，最 上 位 的 是 作 为 本 体 论 的 原 理

层———关于符号教育学的一般哲理，如关于 教 育 的

符号、教育符号的符号、元符号的探讨，是关涉符号

教育学的体 系 框 架、立 论 本 源、是 之 为 是 的 理 论 基

础。
中间是 作 为 认 识 论 的 规 范 层———关 于 教 育 符

码、教育符形、教育符义的中层认知理论。其中，教

育符码是指教育领域或用于教育的符号编码、算法、
符号传达、符号解码的方式方法、特色表征、运行机

制、范式规则等。教育符形则关涉教育符号表征、教
育符号分节、教育符号间关系。教育符义则关涉教

育符号的意义，包含本义与引申义、教育者之意与受

教者之意、实然之义与应然之义、现实之义与象征之

义等。根据索绪尔二维（能指－所指）符号学理论，
教育符形是教育之能指，教育符义是教育之所指；根
据皮尔 斯 三 维（再 现 体－解 释 项－对 象）符 号 学 理

论，教育符形 是 教 育 再 现 体，教 育 符 义 取 决 于 解 释

项。
最基础的是作为实践论的实践层———关涉教育

符号对于教 育 主 体 的 功 用 和 价 值，即 教 育 符 用 学。
教育符用学主要研究教育符号与教育接收者之间的

关系，研究接收者在何种教育情境和条件下得到什

么教育意义，以及教育意义如何被发送者与接收者

所使用。
（二）横向结构

第一，教育系统内诸要素结构。一般认为，教育

系统内的要素有教育者、受教者、教育内容、教育方

式、手段、计划、工具、场域等。这些要素之间是何种

关系呢？符号学的不同流派有不同阐释，其中雅各

布森之三段（发送者、运作过程、接收者）六要素（发

送者、语境、文 本、媒 介、符 码、接 收 者）符 号 思 想［１８］

对于分析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结构颇有启示：教育

就是符号发送者通过内容、文本、媒介和符码对符号

接受者施加 影 响，使 其 身 心 得 到 符 号 意 义 的 过 程。
或者说，教育是以善为灵魂、以人的生成为目的的符

号创制与使用活动，包含符号的创制、解读、保存、交
流、使用。该理论对课程与教学的阐释也很有启发：
教育实践本质是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的意义互动，
在显性层面，通过知识、课程、活动来实现主体间性

的本体功能，即教与学。在隐性层面，通过知识逻辑

（符形）、课程体系（符义）、教育体制（符码）的运作，
来达成符用（符号之于人的功用）：教育者借助符号

的操弄而安身立命，成其为师者的身份和地位；受教

者借由符号的扬弃而经世致用，成其为习者的人生

品性。

第二，教育系统内外关系结构。基于莫 里 斯 的

三要素论（符号、使用者、世界）。符号教育学对教育

系统内外关系结构可做如下解读。
微观层次上应用于教学系 统 内：教 材 符 号—教

学主体—课程大纲；中观层次上应用于教育系统内：
课程符号—课程主体—知识世界；宏 观 层 次 上 应 用

于教育 系 统 外：教 育 符 号—社 会 主 体—人 的 世 界。
姜得胜在《符号与教育场域关系之研究》一书中系统

论述了教育与符号之内在关联，既有宏观人类社会

与符号的哲理逻辑，又含学校教育与校园符号的微

观质性探究。

五、发展前景

教育学主要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但亦包含自

然科学成分，而能在不同学科之间架起桥梁的则非

符号学莫属。因为传统符号学主要针对人文社科科

学，而随着应用符号学的全面开花，未来一定可以在

教育学中偏自然科学领域大放异彩。据四川大学符

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统计，２０１１年全国已开设符

号学相关课 程９５门（含 不 同 高 校 开 设 同 一 名 称 课

程）。［１９］从已有 数 据 来 看，符 号 教 育 学 呼 之 欲 出，其

实，已经在路上。尽管教育学流派缤彩纷呈，然其终

极主旨乃通过促进人学习知识，从而使人幸福。而

学习，“本质上说，所涉及的正是符号，……学习的所

有东西都来自符号，所有的学习行为都是对符号或

符码的阐释。”［２０］只 有 对 疾 病 的 符 号 有 着 敏 锐 感 知

的人方能成为医生，同理，只有对人之符号或符号的

符号有深刻把握者才可能成为优秀的教育者。

符号学理论博大精深、流派众多。符号 教 育 学

主要聚焦于三大领域：教育符号、符号教育、符号与

教育之关系。教育符号化和符号教育化必将在未来

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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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与人的创新素养发展
———基于大学生活的社会学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吴淑芳　导师　戚业国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　　　　答辩时间　２０１３年９月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作为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渗入领

域之广和影响程度之深，是人们无法否认的。人类社会发展

已进入一个高度“知 本”化 的 知 识 经 济 时 代，一 方 面，知 识 成

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 键 因 素，另 一 方 面，人 才 的 重 要 性 日 益

凸显，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主要反映在人的素质的竞争，在人

的素质中，创新能力是根本的因素。人的创新素养发展成为

当代新课题。这种趋势 也 影 响 了 大 学 对 人 的 创 新 能 力 培 养

的关注。在国内大学教育情境下，学生的创新素养发展的实

际情况怎样？促进或抑 制 学 生 创 新 素 养 发 展 的 方 面 分 别 有

哪些，有待进一步考察和探究。

统观国内外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的情况，所取得

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 同 时 也 有 许 多 方 面 的 不 足，比 较 突

出的有：第一，核心概念 的 解 释 缺 乏 统 一 性；第 二，在 大 学 教

育活动的微观层面探 讨 大 学 教 育 内 部 活 动 方 式 对 学 生 创 新

素养发展影响的产生 原 因 及 结 果 的 系 统 研 究 比 较 少；第 三，

理论研究与实 践 研 究 之 间 的 衔 接 与 互 动 程 度 相 对 较 低；第

四，对大学教育与大学生创新素养发展关系的定量与定性相

结合的综合研究不多 见；第 五，关 于 大 学 生 创 新 素 养 发 展 的

研究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水平上都不均衡。

本研究以大学教育对 人 的 创 新 素 养 发 展 影 响 作 为 研 究

和考察的目的，以组织、学 科、话 语 作 为 理 论 分 析 视 角，考 察

大学生活以及大学生活中学生的创新素养发展问题，以内在

逻辑关系的解读、考量为研究重点，突出社会学研究的理路，

旨在揭示在既有的大学育人机制和育人活动中，对人的创新

素养发展产生影响的 方 面、影 响 结 果 及 存 在 的 现 实 性 问 题，

在这样的考察基础上对当前的大学教育活动进行反思，并提

出合理的改进建议及策略。研究过程中采用了访谈、参与观

察、话语内容分析、问卷调查等社会学方法。

研究中，所涉及和讨 论 的 主 要 论 题 有：探 讨 创 新 及 其 理

论谱系；归纳构成人的 创 新 素 养 的 各 因 素 及 其 特 征 表 现；分

析大学教育与人的创新素养发展关系；从大学发展历史脉络

中形成的学科传统、育人传统与文化传统中找寻与人的创新

素养发展相关的分析 要 点；在 组 织、学 科 规 训 和 话 语 的 理 论

框架下解读大学教育；对 大 学 生 活 进 行 社 会 学 的 考 察；参 阅

历史、借鉴不同学科回应当下大学教育中人的创新素养发展

中的问题。每一个论题便是一个分析单元，对每一论题的分

析和讨论最终构成本研究的逻辑框架。

研究的分析脉络由两个部分连接，一是从横向结构关系

角度梳理出人的创新 素 养 构 成 体 系，以 这 一 体 系 为 比 照，并

在组织、学科、话语理论分析框架下论述在学科层面、学校培

养层面、学生日常交往 层 面 本 研 究 的 考 察 焦 点，对 大 学 教 育

与人的创新素养发展的关系及影响的结果进行现实考察；二

是从实效性角度考虑，由指向未来发展目标的将来状态转回

到现实问题的解决，诊 断 出 当 前 大 学 人 才 培 养 中 的 症 结，为

大学教育改革发展以 及 育 人 活 动 中 的 诸 多 问 题 提 供 可 借 鉴

的现实依据。本研究是由现象考察转向内部关系，由指向未

来培养目标转向问题情境的探秘过程，全景式地分析大学教

育与人的创新素养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现实问题，最

终为调和大学教育与人的创新素养发展做出理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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