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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兴趣概念

丁道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兴趣的三个定义，在解释力上依次递 进，分 别 对 应 于 不 同 的 作 用 机 制 以 及 教 育 建 议。其 中，作 为 事 物

属性的兴趣，要求教师研究教学素材，在苦学与乐学 传 统 中 间 做 选 择。作 为 目 的 的 兴 趣，要 求 教 师 研 究 学 生，提 供

支持条件，引导和满足学生的需求。这两个定义，都没有正面回答在兴趣状态下，学习者心理感受的性质问题。阿

诺德的兴趣定义强调，在兴趣状态下个人感受到的是紧张。这种紧张状态，可以推动学习活动的进展。这个定义，

较为圆满地刻画了兴趣促进学习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我们对学习活动的理解需要更新。一线教师们也可以据此

调整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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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的重要性，早在１９世纪末就已经被注意到

了。２０世纪早期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们已经普遍

认为，兴趣对于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是在

２０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在行为主义及程序教学流行

开来以后，兴 趣 在 教 育 界 的 重 要 性 才 被 贬 低 下 去。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再次发

现了情绪和情感在教育上的重要性。于是，兴趣再

度被认为是 影 响 学 习 和 学 业 成 绩 的 重 要 变 量。［１］①

许多研究发现表明，兴趣对于注意过程、注意质量以

及学习者的任务组织、目标选择等方面有积极影响。

那么，如何理解对于学习及教育过程如此重要

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兴趣”怎样在学习活动中

起到助推的作用？教育界对“兴趣”有不同的定义，

相应的“兴趣”作用机制也是迥异的。因此，反省“兴
趣”概念，在帮助我们明晰兴趣的作用方式的同时，

还有助于更新我们对学习活动的认识。本文的概念

辩证表明，一些常见的关于兴趣的认识，是肤浅甚至

错误的。依据这些的兴趣定义，不但未必能改进学

习效果，甚至会让一些对学习过程至关重要的方面，

溢出我们的视野，从而忽略学习活动中一些真正值

得关注的方面。从这些角度来说，做概念辩证，找到

一种更有解释力的兴趣概念是有必要的。

一、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

一种关于兴趣的定义认为，兴趣是某些事物的

属性。从该属性的角度来区分，行动的对象当中有

的是有趣的，有的就是无趣的或者少趣味的。那些

有趣的事物，往往是新异的、稀少的、珍贵的；那些无

趣味或者少趣味的事物，则是一般的、常见的、低劣

的。不难发现，在做这种描述的时候，这种兴趣概念

并未参考学习者的特性。有趣的总是有趣的，无趣

的总是无趣的，与学习者是谁没有干系。既然兴趣

只是事物的属性，那么兴趣本身将被认为是孤立的、

固定的。所谓 的“孤 立”，是 指 与 行 动 者 无 关；所 谓

“固定”，是指不随情境的转易而变化。在应用这种

兴趣概念时，这两种属性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并且，

基于一种定义本身的同义反复，人们很容易相信这

样的判断：有趣的事物容易唤醒人们的注意，而无趣

味或者欠缺趣味的事物则让人感到无聊。根据这一

“兴趣”定义，教育中的学习内容也被区分为两类：教
育的内容不见得都是有趣的，有一些对儿童来说有

趣味，另一些则不是这样。学习有趣味的事物，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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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舒适或者愉悦的体验；学习欠缺趣味的事物，

往往伴随着无聊甚至痛苦的体验。有趣味的事物，

容易获得学 习 者 的 关 注，无 聊 的 学 习 内 容 则 相 反。

这种“兴趣”定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兴趣的

作用机制。

基于这种定义和描述，教师在实务工作上该如

何选择就十分明确了。教师得要选择有趣味的学习

内容，或者 设 法 让 无 趣 味 的 内 容 变 得 不 那 么 无 聊。

这种“选择”和“润饰”的观念，在教育实际中十分盛

行，但是 在 理 论 上 受 到 了 严 厉 的 批 评。批 评 意 见

认为，“短期的唤起兴趣，同在更为广博的意义上长

期地建立兴趣不同。［２］”随着短期兴趣的结束，相继

的往往是更严重的冷漠。通过种种补救的办法，让

本来无趣的内容，变得容易接受。用种种取悦儿童

的技巧，让儿童忍受甚至乐意完成原本可能放弃的

活动。这 种“加 入 甜 味 剂”式 的“糖 衣”策 略，败 坏

了学习的本质，使得兴趣概念在教育上获得了种种

恶名。

另外一种选择，也是基于上述兴趣定义和对教

育事实的 描 述。这 种 选 择 与 关 于“努 力”的 理 论 相

关，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虽然学习有趣味的事物较

为愉悦，但并不是每项学习内容都有趣味。习于有

趣味的事物，会让人对无趣味的事物产生更强烈的

抵触。并且，在更广大的现实生活中，也不是时时刻

刻充满着 娱 乐。人 的 成 长 过 程 本 身 充 满 了 各 种 无

奈，生活本身不是一场游戏或者享乐。因此，让学习

者及早适应种种无奈甚至痛苦，让意志得到训练，也
应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努力”在这种教育选择当中

有重要位置。总是让学习者处在精致化的、遴选过

的、有趣的人工环境中，会让学习者丧失努力。趣味

本身会 败 坏 学 习 者 努 力 向 学 的 品 性。因 此，根 据

这种观点，兴趣在学习过程中应当禁绝。反而是那

些沉闷、无聊 的 训 练 本 身，最 适 于 塑 造 努 力 学 习 的

品格。

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教育选择，都已经受到了广

泛的批评。实际上，无论是教育上的苦学传统，还是

乐学传 统，都 可 以 在 杜 威 那 里 找 到 对 应 的 批 评 意

见。［３］①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中，几乎没有谁公开地承

认自己认可其中某一项。但是，这些教育传统所基

于的兴趣概念并不总是能得到反省，反而是不断获

得新人的投诚。此种兴趣概念与彼种教育处置之间

的联系，也并不总是十分清晰。实际上，认为兴趣是

事物的孤立、固定属性的看法与日常生活中的见闻

十分一致。似乎，有一些事物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而另一些事物总是让人厌弃。因此，要抗衡这种兴

趣定义和相应的教育处置，还需要找到更有解释力

的兴趣概念才行。

二、作为目的的兴趣

在杜威看来，将兴趣定义为事物的一种属性，最
重要的错误是将事物与心灵割裂开来。他提出的兴

趣理论的重 点，就 是 重 新 将 这 两 个 方 面 建 立 联 系。

在杜威那里，心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是通过活动

的目的来实现的：“把学习的对象和课题与推动一个

有目的的活动联系起来，乃是教育上真正的兴趣理

论的最重要的定论。［４］”根据杜威的兴趣定义，外部

环境是否有趣味，要看这个环境与个人目的的关系

如何。这样，环境中各个事物是否有趣味，不再是固

定不变的，而是因人、因境而异。另外，这些事物的

趣味程度，与 行 动 者 的 目 的 密 切 联 络，不 再 是 孤 立

的。杜威曾经比较过“旁观者”和“参与者”。其中，

是否带有相关的目的，是两类人群的关键区别。正

因为“有关”、“无关”的不同判断，让旁观者与参与者

对于外界事物的关注出现明显不同。在下面这个例

子中，外界的天气变化在不同人那里，就有“有趣”或
者“无趣”的分歧。杜威意义上的兴趣的有无，在这

个例子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

旁观者对正在进行的事情漠不关心；一种结果
和另一种结果分不出好坏，因为每一种结果只是供
人看的。代理人或参与者和正在进行的事情休戚与
共，事情的结果和他息息相关。他的命运或多或少
和事件的结果攸关。因此，他就要尽其所能，影响这
件事情的取向。旁观者就像一个身在监狱，注视着
窗外下雨的囚徒，对他来说，窗外下不下雨都是一

① 对“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的批评，可参考《民主主义与教育》第１０章《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９］。另外，杜威在来华讲学时，对于第一

种兴趣定义的教育应用，即所谓的“‘软的’教学法”和“‘施粥所’的教育理论”［４］１３４有这样的批评：“做教师者若是误解兴趣为娱乐，在教授时极

力使学生直接得着快乐，如用音乐、游戏、宴会等，以引起儿童之注意。但是结果不过供给他们片时的娱乐，不能达到较高远的目的。［１０］１４２”这

些批评与赫尔巴特的评论，颇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反对肤浅的兴趣。在赫尔巴特那里，肤浅的兴趣是一种“分心”，“所以我们必须防止草率

的逗留，想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有所作为。［１１］６１”赫尔巴特关于教学阶段的整个设计，甚至都是以兴趣的发展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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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参与者就像一个计划着第二天要去郊游的人，

下雨不停会挫败他的郊游。［４］１３２

参与者在判断外界事物的过程中，始终参考了

自己的目的。他们对于未来的结果有着某种关心或

渴望，并且愿意参考外界事物调整自己的目的，避免

较坏的结果。这时候，行动者的心灵不是孤立的内

部世界，外界环境中的事物是否有趣味也不再是这

些事物本 身 的 属 性。一 个 事 物 是 否 符 合 人 们 的 趣

味，要看这个事物是否处在一个目的性的活动当中。

譬如，那些与当下目的没有关联的事物，就处在个人

的兴趣范围之外。此时，个人对这些外界事物漠不

关心，好像囚徒对于天气的态度一样。

将兴趣定义为一种目的，这个定义要求相应的

教育上的选择。基于这种兴趣定义，学习者发生兴

趣的事物，总是在他们的目的性活动当中。与学习

者的目的无关的事物，则被定义为“不感兴趣”。这

一处理与日常生活所见也颇为匹配。一个最不爱听

课的孩子，也会醉心于自己中意的小玩意。对他来

说，老师的课是无趣的，课桌底下进行的事，才是趣

味盎然的。根据杜威的兴趣定义，教师的任务不是

用动画、色调、声音等等与所学内容无关的特征去引

诱儿童（例如“乐学”传统），也不是刻意地排除学习

过程中的乐趣（例如“苦学”传统），而是提供兴趣发

生的条件。更明确地说，这些条件就是能够迎合“儿
童的急切需求和能力”的那些。教师如果能够发现

儿童的这些需求和能力，并为他们提供各种资源、对
儿童的活动进行充分指导，那么这个过程中发生的

学习就总是有趣的。经过此种目的化的学习内容，

在学习者看来都是有趣味的。［３］更进一步来说，因为

个人的心灵总有满足自身目的的趋势。所以，在满

足自身目的的过程中，总会有发生兴趣的事物。教

师的任务，只是如何让将要学习的内容与学习者的

兴趣中心 相 互 匹 配。更 确 切 地 说，在 这 个 理 论 中，
“需求”在前，“学习”在后。“教师的作用莫如是提供

材料和条件，通过它们儿童的生物性的好奇心被导

向有目的、可以增加知识的研究上。［５］”这样的设计，

与上述第一种“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概念的设计，

有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教师主要的工作被认为是研

究儿童，而不是研究教学素材。

在将兴趣目的化的这个理论中，仍然存在悬而

未决的问题，容易成为各种冲突观念的宿主。当学

生追问“为什么做这个而不做那个”的问题时，实际

上往往是在质疑“谁的兴趣得到了关照”。杜威的兴

趣概念，正确地意识到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兴趣。但

是在师生共同生活的范围内，到底学生的兴趣是什

么？这个难题还是留待教师去解答。根据教育田野

的实际所见来看，这就是把迈出去的一只脚又收了

回来。“一个关心儿童兴趣的教师，未必按照儿童实

际想要的、他们感兴趣的或者心理学意义上的儿童

的爱好来做。［６］”一个最粗暴的、无视儿童需求的教

师，也可能认为坚持己见恰恰是在保护儿童的成长。

把界定儿童需求这项工作交付给教师，让杜威的“兴
趣”概念，在 教 育 上 埋 藏 了 祸 根。教 师 可 能 在 一 句

“我是为你好”的名义下，做出各种与杜威的“兴趣”

概念背道而驰的事情来。

三、兴趣状态是紧张而非愉悦

对自己的运动能力尚缺乏控制的婴儿，会有脸

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当他发现自己感到趣味的事物

时，会欢叫着用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向成人发出指

示。接着，当他想要的东西真地在其掌控下之后，小
宝宝又可能因为自己无法自如地操纵而发脾气、哭

泣。婴儿的这些表现，告诉我们关于兴趣的一项事

实，表现了处在兴趣状态时人们的心理感受：小宝宝

想要某物时，感受到的不是愉悦，而是紧张。他通过

发脾气、哭泣来表达这种需要，也表达了这种心理体

验。在获得想要的物品而感到满足时，他已经不再

处于一种兴趣状态了。换句话说，感到满足之时，就
是兴趣消失之刻。

阿诺德（Ｆｅｌｉｘ　Ａｒｎｏｌｄ）的兴趣理论［７］，可以对这

种日常观察进行理论化。他认为兴趣是针对某种情

境的态度，包含动力和认知两个方面。其中，兴趣的

动力方面是 指，兴 趣 总 是 朝 向 某 些 事 物 的 努 力、意

向、欲求或趋势。兴趣的认知方面，是指对将来有待

实现的时刻的模糊认识。这种模糊的认识可以在兴

趣的动力作 用 下 逐 步 发 生 变 化，逐 步 清 晰、丰 满 起

来。在兴趣发生时，个人感受到了某种冲动；个人认

为在自己的 欲 求 和 某 些 外 部 对 象 之 间 存 在 某 种 联

系，但是这种联系还没完成。这种未完成的状态带

来的紧张、压力或者要求进一步控制的趋势，描述了

兴趣状态下的个人感受。总的来说，这种兴趣定义

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兴趣不是指向当下

的，而总是指向未来。其二、兴趣的标志不是愉悦、

放松、满足或宁静的感受，而是某种紧张、冲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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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兴趣相伴随的是紧张而不是愉悦。兴趣也因

此可以定义为一种指向未来的紧张状态。

一个人品尝水果的滋味，或者享受花朵的芬芳，

或者鉴赏画作、雕塑的美感而感到愉悦。这种愉悦
是当下的。这个人会停滞不前，只为吸收这种愉悦。

但是，如果这种满足或者愉悦没有出现，只有通过对
注意中心的某些情境的控制才能得到，那么这个情
境中的兴趣就会存在，并激发动力的态度和倾向。

这些倾向将被感知为兴趣，并指导进一步的控制。［７］

愉悦不是指向未来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当

下的情感。只 有 当 这 种 愉 悦 的 体 验 还 未 实 现 的 时

候，它才能指导行动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愉悦还

不是现实的，个人感受到的还是紧张。这种紧张指

向了未来的愉悦。更直接地说，感受到愉悦，恰恰表

明了兴趣的消失。这个理论，很清晰地表达了这样

的判断：兴趣不等同于娱乐；兴趣甚至总是和紧张、

焦灼乃至痛苦等体验联系在一起。兴趣的动力方面

的这些特征，使其能够推动个人认知的发展。这个

道理很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作为兴趣的对象，会更

持久地保持在注意力的中心，因此也会得到更充分

的认识。

在教育上，无论是“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还是

“作为目的的兴趣”，都没有正面回答兴趣到底意味

着紧张还是满足。这两种关于兴趣的概念，几乎都

不假质疑地认为，兴趣一定有助于学习。兴趣可以

让学习变得 更 加 愉 悦、更 加 自 然 或 者 更 有 目 的 性。

将兴趣与紧张建立联系，这就取消了个人对于兴趣

的天然爱好。兴趣并不总是人们乐意发生的。换句

话说，当发生 兴 趣 的 时 候，个 人 的 心 理 感 受 并 不 愉

悦。因此，利用兴趣来改善师生关系，利用兴趣让学

习过程变得轻松愉快，这样的愿望在阿诺德的理论

中，就都是难以实现的了。更甚者，根据这个理论，

愉悦、满足本身就是完成了的情感，本身并不是积极

推动、指向未来的，而是鼓励行动者停留在当下去享

用，因此并不值得教育者追求。兴趣虽然可能以愉

悦和满足为终点，但是到达这个终点恰恰意味着兴

趣的终结。因此，在教育中应用兴趣，恰恰不应以学

生的愉悦、满足、放松或宁静等状态为标志。拿教育

田野所见来说，一节充满欢歌笑语的课未必是好课，

一节让学生皱着眉头结束的课反而更可能是。

根据阿诺德的理论，兴趣在儿童身上的表现，和
在其他年龄 段、其 他 领 域 的 表 现 并 没 有 什 么 差 异。

尽管在那些年龄段、那些领域，兴趣发生时的紧张情

绪可能不会以“孩子气”的形式来表现，而是表现为

调用更多的注意力、体力等资源来实现目标，在认知

方面也表现得更加专注。但是，人们在兴趣状态下

感受到的主要是紧张，这一点是与婴儿在兴趣状态

时的感受相一致的。我们在收藏爱好者身上可以看

到紧张、满足种种情绪体验的变化历程。回到前面

的例子，在小宝宝对某些事物感到兴趣时，同时伴随

着一种紧张、焦灼的情绪。当他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咯咯笑起来的时候，兴趣也就终结了。此时，他已经

得到了满足。紧接着，他希望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来

操作物体。但是，年幼的他并不总能如愿。于是，在
拿到东西以后不久，就因为无法自如地操纵物体而

尖叫、哭泣起来了。这时候，一些指向未来的张力，

再次出现了。这标志着新的兴趣的发生。对于小宝

宝来说，兴趣 成 为 推 动 其 接 触 事 物、探 索 事 物 的 动

力。也可以 换 句 话 说，兴 趣 是 推 动 他 学 习 的 动 力。

相反，把任何他想要的事物很快提供给他，只是让他

感到满足、感到惬意，并不会推动他学到什么。这种

满足，对于学习的助力是很有限的。这是阿诺德的

兴趣定义对于兴趣作用方式的独特解释。这也将是

在教育上应用兴趣原理的新的基础。

四、阿诺德与杜威的兴趣概念的比较

在介绍杜威的兴趣概念时，笔者曾经引述过一

段话，对“旁观者”和“参与者”进行了对比。在那段

引文中，杜威所说的“参与”可以换算成“感兴趣”的

意思，“不参与”或“旁观”就是“不感兴趣”。杜威在

应用“参与者”这个概念时，强调外部条件与个人目

标的联系。发生了联系，就是“参与”；不发生联系，

就是“不参与”。有联系的时候，行动者是一个“参与

者”，会高度关切外界条件；没有联系的时候，行动者

是一个“旁观者”，对外界条件表示冷漠。应该说，行
动者的目的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这一点是杜威的兴

趣概念与阿诺德的兴趣概念的共同点。但是，这两

个兴趣定义之间，还是存在很多深刻的歧异。（鉴于

“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定义在杜威那里已经得到了

充分的批评。这里只对“作为目的的兴趣”和“作为

紧张状态的兴趣”这两个兴趣定义作比较。）实际上，

正是这 些 关 键 差 异，为 我 们 提 供 了 一 种 关 于 学 习

的独特解释，进而在原则上要求教育实务工作者做

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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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一：成员身份还是学徒身份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学习一种新技能的一

开始，个人还不能很好地完成它，更不用说十分理性

地控制自己的活动了。此时的学习者，还不能十分

确定地知道何种外部条件，最能够帮助自己完成预

期的目的。表现为，新手的注意力总是分散和低效

率的；只有专家才能够迅速筛选外部对象，将这些外

部对象目的化。但是，此时的专家已经不再是一名

学习者了，他早已经成为一名拥有完全资格的成员。

在杜威的“兴趣”概念中，学习者本身就是这类专家

级别的合格成员。杜威假设这些学习者已经能够明

确地知晓外部环境中的那些事物，知道什么与自己

的目的相关、什么与自己的目的无关。笔者相信这

是一个误解。实际上，许多学生在求学期间，并不特

别清楚自己 从 事 的 活 动 与 长 远 生 活 目 标 之 间 的 联

系。因此，作为学生就特别需要导师的干预：是导师

代表我们遴选学习内容，帮助我们确定什么值得学、

什么不值得学；是导师为我们规划了向目标进发的

路径，也可以称之为“课程”。

杜威兴趣定义的这一缺憾，在阿诺德那里得到

了纠正。按照阿诺德的兴趣定义，成为合格成员的

学习者，其兴趣已经完结了，学习活动也完成了。恰

恰是在作为学徒的时候，学习者会格外渴望得到认

可，渴望成为正式成员。但是，这时候的他们，还只

会笨拙的模 仿 或 者 正 处 在 反 复 的 试 错 当 中 无 法 自

拔。因此，从兴趣定义的角度来理解学习过程，则学

习者还只有一种类似学徒的身份，还不能像一名合

格成员那样，对“目的———手段”做出清晰、准确的判

断。但正是这一点，确保她拥有旺盛的学习兴趣。

差异二：个人选择还是实践传统

在杜威的兴趣概念中，学习内容的选择要与学

习者的需要联系起来。教师的重要工作，就是发掘

这些需要，并为满足它们提供条件。杜威的兴趣定

义，确保了教师提供的这一类支持条件，总是会自然

而然地让学生发生兴趣（定义本身的同义反复）。问

题是，杜威尽管也强调对学生兴趣的引导，但是并没

有明言标准的问题。如何规避外界强加给学生的目

的？这仍是杜威兴趣概念无法解答的实务难题。学

生的什么需要是正当的？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产生什

么样的需要？这样的问题，在杜威那里都没有明确

的回答。

实际上，杜威理论对于个人选择的看重，早已经

受人诟病。毕竟，我们 都 是 生 活 在 传 统 之 中。个 人

的反省，在大多数时间、大多数场合都是罕见的、高

成本的事情。① 那么，按照阿诺德的兴趣概念，个人

会在什么时候对事物发生兴趣、渴望掌握它？一定

是在学习者还未充分掌握的阶段。或者用刚刚使用

过的概念来说，是在学习者尚且作为“学徒”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将要学习的东西，认识不清、了解不明，

但有一种模模糊糊、莫名所以的高度认同。这种认

同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学习者愿意忍受漫漫学

徒期的煎熬。吸引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阿诺德本身

没有明言。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兴趣定义中的学习

对象是先于个人的存在，是一种卓越的、有吸引力的

东西。用一般政治学概念来说，可以用“实践传统”

来概括。例如，一名立 志 从 教 的 学 生 该 学 什 么？答

案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他一定要寻求教师群体中的

卓越者所代表的实践传统。正是这些传统本身，让

新一代的教师心生向往，并立志成为其中一员。在

这个例子当中，该学什么既不是学习者个人的选择，

也不是教师教育者能干预和摆布的。

差异三：目的化的环境与目标群体

在杜威那里，“环境”是经过重新定义的诸多概

念之一。理想的“环境”强调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信

息沟通。这样的“环境”，能让行动者获得更充分的

信息基础、远离偏见，因此具备教育性。在杜威的兴

趣概念中，兴趣的对象是原子式的。各种外部条件，

以一种各个林立的方式，接受个人的甄选、判断。我

们很难相信，这种“原子”状态下的外部对象构成的

环境，一旦与个人目的发生了联系（在杜威看来，就

是个人感到有趣），就具备了教育性。这时候的外部

条件，尽管在个人看来是清晰的、明确的，但同时也

失去了因为距离和陌生带来的诱惑。更重要的是，

在没有目标群体作为参照物的时候，对于外界条件

的理解是纯粹个人的。缺乏意义架构，诸如崇高、庄
严等价值在个人身上都难以实现，所剩下的不过实

① 对杜威的反省思维的讨论，参见丁道勇：《我们怎样思维：信念结构理论及其应用》，载《全球教育展望》，２０１３年第１期。在其中，“反省

思维”被认为是对“我们怎样思维”的一种规范性的回答，其缺陷是未照顾个体的实际心理需求。反省思维理论偏爱的是科学思维，只刻画了人

类认识的一面。该文在一系列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用信念结构理论替代反省思维，作为对“我们怎样思维”这个问题的回答，进一步讨论了杜威

所鄙弃的各类有缺陷思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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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罢了。

用阿诺德的概念来说，“目的化的环境”概念，混
淆了“享用”和“期盼”两种状态。环境当中有相当一

部分事物，虽然与行动者的目的相关，但并没有指向

未来的动力特征。相反的，它们往往在牵绊着我们，

让我们裹足不前，停留在当下。因此，这些事物尽管

与我们的目的相关，但是并不会对我们的学习起到

促进作用。按照这个观点来说，譬如，“红袖添香”就
不是一种很好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本身的愉悦、

温馨，让人 流 连。真 正 高 效 的 学 习 状 态 是“废 寝 忘

食”。一个“废”和一个“忘”，描述了学习者对于加快

学习进程 的 迫 切 愿 望。这 种 状 态 本 身 不 是 温 柔 陷

阱。总之一句话，环境中的那些目的对象，并不总是

有教育性的，并不总是能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

我们大多数时候不是作为学习者，而是作为各类群

体的合格成员。只是在我们作为学徒的时候，我们

开始处于一种学习渴望当中。这时候的环境要素，

标志了我们要进入的目标群体，尽管不能享用，但是

富有教育性。这段讨论实际上是要把杜威的“环境”

概念进行细分。总之，外界事物与个人目的相关，还
不能确保个人对其发生兴趣。

五、结论：更新兴趣概念以后的学习观

基于上述比较，更新后的兴趣定义描述了学习

活动发生时，个人的一系列状态：受到目标群体中卓

越标准与实践传统的感召，从学徒身份转变到成员

身份的过程 中，个 人 感 受 到 的 某 种 紧 张 体 验，即 兴

趣。这个兴趣概念在教育上的应用是：行动者在发

生兴趣时，各外部事物之间并没有有趣、无趣的质性

区分，也不再是个人目的性活动的操纵对象，而是转

变为个人渴望进入的目标群体的表征。对于学习者

来说，这个群体充满了魅力和感召力。在学习成为

其成员的过程中，学习者学会与那个将要进入的目

标群体成员之间，分享某些共同的东西，也就是该群

体中的特定实践传统。举例来说，同一所学校的师

生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之中。一名转校生，经

历最初的陌生、排斥，到最终的熟悉、融合。在这个

融入新团体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兴趣。兴趣推动着

这名转校生，关注该校的各项传统。但是，兴趣的维

持，是以学徒身份作为条件的。一旦他被接纳为成

员之一，兴趣也就终结了。我们可以想象，曾经的转

校生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他很快就会与大

多数本地的学生一样，每天上学、放学，有自己的朋

友，有与自己的朋友类似的爱好和苦恼，不再思考自

己与这间学校的关系问题，不再对校内传统给予特

殊关注。兴趣所能起到的动力作用，也就是推动学

习者学习的使命，至此宣告结束。

我们已经看到，在更新了兴趣概念以后，关于学

习活动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更新。譬如，个人

选择开始让位于历史传统。正是目标群体所代表的

卓越标准，启动了学习的过程。这个判断赋予教师

工作以合法性。教师作为成人社会的代表，意思是

说教师应当是各种卓越传统在学校内的代理人。又

譬如，挖掘目标群体的魅力，看来要比满足学生的需

求更重要。在教育田野中，我们有时会见到痴迷于

自己工作的教师。这类教师往往会教出痴迷学问的

学生来。这就是因为，这些教师有意无意地更充分

地挖掘了自己所教的内容，是自己学科的更合格的

代理人。最后，在学习活动过程中，学生还只有学徒

身份。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最理想的兴趣状态下，学
生对于所要学习的东西，也只有模糊、片面的认识。

因此，教师更有责任给予他们更适当的课程。尽量

准确地呈现所要学习的目标群体的传统和魅力。这

应是针对教师的一项最重要的教学伦理标准。

对于一线 教 师 来 说，本 文 对“教 育 中 的 兴 趣 概

念”的辩证，以及相应的学习观方面的认识更新，都

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实务工作要求：如果说，“作为

事物属性的兴趣”及其学习观，要求教师研究学习的

素材；杜威的“作为目的的兴趣”及其学习观，要求教

师研究学生；那么，在更新的兴趣概念及其学习观的

指导下，教师应该开展对“课程”的研究。这里的“课
程”，是从课程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代表了人成

长的“目标”和“路径”。一位只关注教学法的教师，

未必能理解自己执教的课程的魅力所在。表现为，

他可能并不清楚，自己所教的学科为什么值得他人

学习？这个学科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人心生景慕甚至

激动不已？研究“课程”，把课程作为自己的工作对

象，用课程自身的魅力吸引学生。这是更新后的兴

趣定义，给教师的原则性建议。笔者的几项研究工

作也表明，即使是小学课程，也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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