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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典政治哲学是大学哲学教育中关键的一环,其中蕴含的勇敢美德对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有十分积极的影响。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古典政治哲学教育现状并不那么乐观,没有达到哲学教育的根

本目的。本文跟随古代哲人对勇敢美德的探讨,深思古典政治哲学中勇敢美德的观念教育对现代大学生

的意义,以期帮助重新审视勇敢美德与政治教育的关系,为高校的古典政治哲学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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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a key link in college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the brave virtue spirit 

has a ver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Howe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education in many universities is less optimistic and does not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philosophy education.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discussion of brave virtue by 

ancient philosophers, consi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concept education to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help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ve virtue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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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古典

政治哲学理论之一。充分理解这一观点

的关键在于理解知识教育与勇敢美德之

间的联系。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多样

化的社会思潮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当代大

学生的思想,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

在对古代哲人的勇敢美德与肉体的二元

论中理解世界的本质,利用哲学的精神

和力量,在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寻求勇

敢与美德的本质,减轻人类与生俱来的

感官易受外界影响的弱点,保持个人品

格的积极向上[1]。利用古典政治哲学中

的勇敢美德教育培养大学生健康的思

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发展以“仁、义、

礼、治、信”为主要内容的善良宽容之

道,使得广大大学生真正做到“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1 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德

精神原理分析 

古典政治哲学的最主要特征是实现

美德与政治学的有机统一,通过认为德

性乃是自然主义的道德的伦理学的思想,

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创建和维护中,人类

精神的成长过程是创建、维持朴素的价

值观的必经之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两位哲学家对于人的勇敢美德都有精密

的论述,在他们看来公民的教育就是对

公民勇敢美德的教育。这就导致了古典

政治哲学的勇敢美德教育负载着不同的

价值方向,使其哲学理论成为了国家本

质与人类本质属性关系的研究。古典政

治哲学在封建时代背景下对统治者的价

值追求,也是对人性分析与讨论,古典政

治哲学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居于统治地位,

其理论一方面有着逻辑推导的特点,另

一方面又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古典政治

哲学中勇敢美德的理论方法是辩证的,

其根本出发点是通过理智世界的分析把

古代朴素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进行正确的

思辨,古典政治哲学的勇敢美德教育对

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2 古典政治哲学中勇敢美德教

学的路径探索 

2.1以多样化的教学组织形式解决

古典政治哲学教育的刻板问题 

在大学古典政治哲学教育的课堂中,

良好的教学方式是关乎学生更好的认知

古典政治哲学知识、转变古典政治哲学

思维和落实古典政治哲学行动的重要形

式与途径。目前,大学阶段的哲学教学方

式较为形式单一,缺乏必要的古典政治

哲学思维训练。教师主要通过讲解教材

中的理论知识完成课堂传授,侧重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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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古典政治哲学知识而并非采取辩

论,交流的方式与学生进行深度互动,难

以培养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质疑的

思辨精神。教师的对于哲学的课堂应当

特别注重交流与实践,不仅仅是课本中

的理论手法,教师需要再现自身所掌握

的哲学思维,在让学生获得哲学知识的

同时掌握不断变化的、能够适应各种情

况的哲学思考方法[2]。古典政治哲学教

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勇敢美德教学方法的

多元取向,否则必然导致哲学课堂缺乏

趣味性、启发性和互动性,进而影响学生

对勇敢美德精神的理解程度、互动意愿

和求知欲望。与此同时,古板的教学方式

也难以发挥优质哲学理论资源的价值,

学生也无法内化和活用古典政治哲学勇

敢美德的现实意义,只是被束缚在远离

真实生活的哲学概念中。在这种需求下,

多样化的勇敢美德教育十分必要,例如

教师可以采用“古典政治哲学座谈会”

的形式,即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几

篇关于勇敢美德哲学意义不同角度的文

章,然后让学生轮流发言,以文章的角度

阐述自己的见解,接着由学生代表对苏

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学进行全面的总

结。教学组织形式的多样化是有效提高

不仅是古典政治哲学教学的有效方法,

更是培养学生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的重

要路径。 

2.2以哲人与哲学的分类研讨解决

古典政治哲学课程的结构问题 

古典政治哲学课程在大学古典政治

哲学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同时也面

临着复杂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课程

结构和评价导向两个方面。在教材编制

上,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单元的组合

呈现出简单化、形式化和文本化的特征,

难以切中古典政治哲学教育的学科内

核。在课程结构上,古典政治哲学课程的

体系设置存在明显失衡。比如,古典政治

哲学课程以选修课形式讲授,在课程结

构中的学科地位有限；课程内容主要围

绕“城邦历史价值”、“苏格拉底的哲学

逻辑”展开,缺乏批判思维的训练和关键

能力的培养。在课程评价上,哲学的授业

功能主要服务于学科知识和考试竞赛,

课程内容的应试导向遮蔽了本体价值应

当发挥的教育功能。在功利化的考试氛

围的裹挟下,古典政治哲学课程的评价

标准也偏离了课程目标的设定的对勇敢

美德教育培养的初衷。现行古典政治哲

学课程的评价方式更注重结构性评价而

非过程性评价,难以促进学生的有效学

习[3]。同样的,他们的古典政治哲学知识

体系也缺乏现实根基的,勇敢美德的教

育并不只是哲学修养,更多地也是一种

通识素养。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中,学生也许获

取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但是并没有掌握

运用哲学理论的能力。学生应当在学习

哲学的过程中理解如何“成为人”。在具

体应对方面,应该对课程内容、解读方式

和学生评价等方面做出改变。在梳理哲

学学科史的基础上,根据“哲学理论逻

辑”和“哲学家人格分析”的分类标准确

定大学古典政治哲学课程的内容框架,对

其中勇敢美德的精神进行深刻的阐释。 

2.3借助学科融合解决哲学学科的

范畴窄化问题 

大学哲学的古典政治哲学课堂实施

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确保每个学生获得

反思性批判的机会,并为他们提供一种

提升性的哲学思维逻辑。一方面,勇敢美

德的思想是在阐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的；另一方面,

反思性批判是在明确特定内容和认可的

古典政治哲学成就的过程中才体现价值

的。在许多国家的大学教育阶段,“古典

政治哲学”既没有成为独立的教学科目,

也不是学科教学的重要内容。而即便是

已经开设古典政治哲学必修课程的国家,

在古典政治哲学学科取向上也存在范畴

窄化的现实问题。“范畴窄化”具有双层

含义,分别指向了古典政治哲学学科的

内部选择和外部延展。从学科的内部选

择来看,这种窄化主要表现在对学科价

值的认同偏差。比如,大学古典政治哲学

教育的基本范畴被窄化为“知识教育”,

功利化的知识教育学科取向遮蔽了古典

政治哲学教学对勇敢美德教育的本质意

义,学生的反思能力和自我批判精神也

屈服于对分数和成绩的追逐。从古典政

治哲学学科的外部延展来看,古典政治

哲学教育缺乏本体论层面的多元思维。在

大学课堂应该通过提高古典政治哲学修

养强化对勇敢美德课堂教学的认知,从

而提高学科教学的哲学品位。 

3 结束语 

勇敢美德的教育是古典政治哲学的

精髓,其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

促进作用。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研习,

指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让当代大

学生在哲学逻辑上吸收古代伟大哲人的

哲学思维,以其勇敢美德的良好品格作

为自身行为的准绳,完成自身更加全面

积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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