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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三喻”对高中思政课教学观的启示
——基于“立德树人”的视角

翁诗勉

（潮南区成田高级中学，广东 汕头 515139）

摘要：古希腊柏拉图的思想至今仍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柏拉图的中心思想是理念论，他认为理念是最实在、最一般、最崇高

的事物。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回忆说，帮助学生回忆起相关的知识。在他的教育体系里面，最看重的是辩证法的学习，他认为只

有通过辩证法的学习，我们才有可能认识理念。柏拉图的三喻：洞喻、日喻以及线喻是理解其思想的重要途径。而他的三喻对当前高中

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洞喻提醒我们要勇敢走出洞穴，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日喻提醒我们追求“善”

的理念，培养哲学思维；线喻告诉我们要循序渐进，耐心积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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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柏拉图的中心思想概论

古希腊的哲理是非常丰富的，今天仍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

想遗产，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三人的思想是最广为人知的。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思想的大师。而亚里士多德这个后来的人，虽

然和柏拉图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却是从柏拉图那里得到

了灵感，建立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由此，对柏拉图的思想进行考察，

就具有了承上启下的意义与功能。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一

部西方哲学史，只是一种对柏拉图的注释。”从这里，我们可以

看到柏拉图的思想是何等的崇高。

那么，柏拉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在其代表作品《理想国》

中，可以看出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理念论”。柏拉图自己

很重视理念，认为理念是最普通、最实在、最高尚的东西。《理

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为理念赋予了多种意义。第一点，理念

是物质的基本要素。理念是由对事物进行抽象归纳而形成的，

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存在的意义在于完成其本质，因此，它

才是真实的自我。第二点，理念是造成一切的根源。有形的东

西因为它的一部分而变成了这个东西，要了解它，就必须要有

一个理念，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了解它。第三点，理念是心

灵的至高境界。柏拉图将有形世界与可知世界再分为两大类：

一是有形世界，二是有形的有形世界；认知世界的第一个阶段

是几何，而第二个阶段是知识。相应地，有四个心灵状态：信仰、

想象、理性、理性。（前面的两个部分被称为观点，后面的部

分被称为理智）。

二、柏拉图关于教育观念的概念观

（一）教育本质观

柏拉图把从真实世界中感知到的感觉称为观点，而非知识，

而真实的知识则是认知观念的世界。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得到知识。

人的心灵具有内在的知识和理智，而教育的实质就是要让人回想

起被遗忘的东西。这被称为“回忆说”。

与人类的肉体不同，灵魂是在概念世界中诞生的，所以他们

才会拥有自己的知识。柏拉图认为，事实上，每个人在出生前就

已具备了知识，而知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而非他人的教化。

人一出生就是灵魂与肉身融合，在各种干扰下，所有的知识都会

被遗忘，所以他必须要学习。感官本身并不能识别概念的东西，

但是视觉的观察能够帮助心灵唤起观念，所以，灵魂首先要了解

有形的东西；逐渐地从感觉中解脱出来，最终达到对概念的东西

的认识。学习就是把已经忘记了的知识回忆起来。

（二）观念的教学内涵

在柏拉图的观点中，真正的学问可以推动“灵魂转向”，也

就是“使心灵远离”瞬息万变的天地，进入真实的天地。没有受

过良好的教育，就无法理解真相，也就无法管理自己的统治。一

个真正的君主，不能一味地贪图权利，而是要去寻求一个好的思想，

只有掌握了这种学问，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治理。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柏拉图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了辩证法的研

究上。在学辩证法前，要先进行音乐、体操、手工技艺等基础知

识，才能真正达到“灵魂转向”。所学的东西应当遵循以下次序：

平面一一立体一一动作之三维。教学的范围，包括算术，平面几

何，立体几何，天文学，音乐等等。数学可以强迫心灵利用纯理

智来达到自己的真相，而天才的国民则要受到这种精神的熏陶；

平面几何学的真实目标是要认识和引导心灵走向真相；立体几何

的发展（那时）尚处在初级发展时期，对其功能尚不清楚，也许

对政府的治理有所帮助；天文学的关键在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而非观察这些有形物体；学琴是追求美丽。以上不过是在学习辩

证法之前的一个前奏，为以后的辩证法的研究奠定基础，而对它

的研究，则帮助我们把心灵中的最好的一部分提升到最好的境界。

学习的最终要素是关于辩证法的。为何要去研究这个问题？

柏拉图的辩证法可以将心灵中最好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真

理”。当心灵处于愚昧状态时，通过辩证方法来指引心灵，而其

他科目的研究则有助于人类获取知识与真相。“如果一个人为了

获得所有东西的性质而不顾他的感觉，试图用理性的方法去进行

推理，直到他自己了解了善良的人的本性为止，那么他就已经到

达了知道的最高境界。”

三、柏拉图三喻及启示

（一）洞喻：做走出洞穴的人，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洞喻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些犯人被绑得太紧，无法回头，

他们就这样坐在山洞的墙壁上。山洞里有一团篝火，照亮了山洞

里的人形。他们只是看见了一些虚幻的东西，但因为意识的限制，

那些被关在这里的人，都会把它们当成真正的东西。直至有一日，

一名囚犯忽然摆脱了枷锁，回过头来，看见灯火下的人形傀儡时，

他发现原来只是被火焰点亮的傀儡。他从山洞里出来，在阳光的

照耀下，他发现这些傀儡并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复制品。他终

于见到了阳光，知道世间万物皆以阳光为依托，而太阳则是万物

认清自身的本来面目的原因。

在立德树人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鼓励学生做走出洞穴的人，

敢于探索，勇于实践。马克思的哲理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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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实践，方能得到知识。”中国的毛泽东，伟大的领导人，在

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勇于实践，摸索出一条适应中国实际的“农

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由此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实现了中

国人民的解放。习近平是中国的杰出领导人，他在新时期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为习近平的中国的新时期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他带领着我们的国家走向辉煌，带领着我们的民族走向复兴，带

领着我们的人民走向繁荣。以上的事例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意义。

目前，中学的教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学生们所学的东西，基本

都是“拿来主义”，也就是没有经过实际操作就能掌握的。这一

定程度地为高中学生带来了一些方便。在高考的大环境下，这种

基于分数导向的举措也是情有可原。但是，从长期看，这对高中

学生的学业和发展都是一种消极的影响。就好像被关在山洞里的

人，很容易就会认为自己的知识是正确的。时间长了，学生就会

变得懒惰，对老师有一种依赖性，需要老师来教导他们。这会使

同学们变成行动上的矮子，这是很糟糕的结果。

因此，作为思政课教师，本着以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的，

需要意识到轻视实践的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需要在平时中多鼓励

学生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引导他们走出洞穴，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例如，在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不能仅仅看到课本的理

论知识，更要带他们去深入体会，体会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真实样貌。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意识到实践和探索的重

要性，才能使学生获得更宝贵的品德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二）日喻：追求“善”的理念，培养哲学思维

日喻是柏拉图三喻的第二个比喻。他把世界分为现实世界和

理念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因为有了太阳的照耀才能看清世

间万物。而理念世界中，我们因为有了“善”的引导才能让人们

不断升华。“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头，同时，“善”的光芒指

引人认识真理，获得知识。人们在追求太阳的过程中，就好像是

在追求“善”一样。在这里柏拉图把最高的理念比喻为太阳，解

释了只有理念才是万事万物的原因，也只有理念才能帮助人们摆

脱现象，真正认识事物本身进而获得知识和真理。

在立德树人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鼓励学生追求“善”的理念，

培养哲学思维。柏拉图认为，人性都是先验为善的。只是我们出

生之后忘记了我们的本性。而要唤起我们的本性，需要不断地通

过回忆，回忆起自己天生善的人性。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有理

由相信每个人都是天生善良的。只是在这个异彩纷呈的大千世界

里，人们遗忘掉了自己的本性罢了。虽然现在我们处于这个丰富

多彩的世界里，但是我们需要教会我们的学生追求善良，树立起

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这关乎高中生怎样看

待这个世界、人生与价值，以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方法论

和实践。这在根本上就需要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哲学思维的培

养有助于学生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养成明辨是非的能力和

态度，使学生能够获得正确的三观并积极践行。同时，哲学思维

有助于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反思能力，这种思维和能力在我们

学习当中至关重要的。我们要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勇于批判，鼓

励学生做自己学习的主人而非奴隶。

因此，作为思政课教师，本着以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的，

需要意识到轻视哲学思维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需要在平时中多鼓

励学生提出问题，鼓励他们思考，敢于批判，勇于质疑。例如，

在讲授世界的物质性时，我们不能仅仅讲为什么世界上的所有一

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更要带他们去思考，思考为什么世界的所有

事物不是意识的，不是唯心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意识到批

判和反思的重要性，才能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才能更好地

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三）线喻：循序渐进，耐心积累知识

线喻是柏拉图三喻的第三个比喻。柏拉图要我们画一条线段，

想象这就是整个世界。但我们需要把这条线段分为表象世界（可

感世界）和理念世界（可知世界）。一开始，我们就好像站在线

段的初始，是模糊不清的，就像困在洞里的人看到的是模糊的背

影一样，随着我们勇敢地走出洞穴，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看到

的事物越来越清晰，使得这条线段不断向右移，从表象世界走向

理念世界，最终看到最清晰的原来是最高级的理念——“善”。

在立德树人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鼓励学生循序渐进，耐心积

累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的

过程。其实不仅仅从表象世界到理念世界具有线性的特征，学生

的知识体系、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需要

引导学生从表象世界出发，一步步达到理念世界。爱因斯坦说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此，我们需要培养学生学习上的兴趣。只

有培养学生的兴趣了，才使得学生在学生方面有了前进的动力，

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上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遵循学生

认识事物、积累知识的规律。学生有时候会学错了，学不会，学

不懂，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需要抱有理解和尊重的心态对待学生，

好好呵护学生，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注重采取不同的策略措施。

因此，作为思政课教师，本着以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的，

需要意识到急于求成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需要在平时中多鼓励学

生循序渐进，耐心积累知识，打好基础，牢固知识。例如，在讲

授我国的党政制度时，我们不能仅仅讲我国当前采取的党政制度

是什么，更要带他们积累相关的知识，包括我国的民主党派有哪些、

这些民主党派的地位如何、他们成立的由来以及他们目前吸纳什

么群体的人员等相关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意识到积累知

识的重要性，才能培养学生的知识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由简单

到复杂，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促使学生知识体系达

到“质变”的飞跃。

四、结语

高中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课程，是培养学生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为此，高中思政课教

师要发挥教师特有的引导和指导作用，使学生能够逐步形成的适

合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水平，落实和

践行核心素养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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