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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留白：“老庄”哲学的当代启示 
盛嘉伟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  重庆  408000） 

摘要：“老庄”哲学中的留白在我国传统书画等众多领域有“无用之用”，以积极的“无为”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文化育人、课程
育人的作用。“老庄”哲学以其虚实相生、寓动于静、无中生有的特点，以不同于西方哲学古典哲学、基督教哲学和现代哲学中二
元对立的阴阳协调，以教育留白形塑浑然一体的育人理路。通过教育留白的实践，改变教学目标的单一行为取向、教学实施的过度
干预和教育评价的终结指向，从横向度赋能学生主体意识，转换教师角色，从纵向度渗透留白观念，优化教学过程，形成和谐统一
的廓然空间，共同熔铸别具文化自信致思理念与中国特色行动姿态的当代教育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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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人间世》 
留白是我国传统书画中的一种重要技法，展现出虚实相生

的美学韵味。书画中的“无用”之处并非“无用”，却有“大用”。
它为观赏者创造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境域，带来回味体验。留白
的当代运用范畴广泛，诸如数字治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
服装设计、海报设计、电影构意、舞蹈创作等众多领域均受“老
庄”思想中留白智慧的影响。溯其根源，其精神共性的耦合点
乃“无用之用”的美学意蕴。 

“老庄”思想在当代教育教学的运用可以彰显“无用之用”
的育人作用。王之秋、李林研究学校假期制度的沿革时指出，
学校假期作为一种时间上的“留白”，是繁忙学业间的“休止符”，
是释放压力的“安全阀”，发挥着尊重自然规律、培养民族情感、
全面发展身心的重要作用。[1]在课程教学中，张翔指出，课堂
教学留白分为时间留白和内容留白，课堂教学不仅是科学，也
是艺术。[2]在幼儿教育阶段，刘梦梦分析幼儿教育中的优质理
答方法后指出，“说一半，留一半”“结束环节设置悬念”等留
白式理答，为幼儿提供了“理解的缺口”，激发了幼儿想象的空
间。[3]教育留白并不是消极的“不为”，而是以积极的“无为”
这一中国原生智慧，更好地发挥教育教学的育人作用。 

世事纷乱，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异化凸显，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我国正面临现代化转型和“风高浪急”的国际形
势考验。新时代的教育教学，只有溯源寻脉，将中国传统文化
古为今用，发掘道家思想疗愈人心的“药材”效用，自如地运
用蕴含民族性的“有”与“无”的文化宝藏，才能在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的浪潮中更好地守住方向、开拓阵地，以文化自信更
强有力形塑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老庄”哲学在与西方哲学比较视野下的意蕴发微 
（一）虚实相生 
“老庄”哲学中的“阴”“实”与“虚”、“有”与“无”不

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和谐统一的整体观与全局观，突破
了二元对立的瓶颈。 

西方世界奉行善恶二元论，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将“实”
与“虚”分化与对立，导致了能源危机、俄乌冲突、恐怖主义
等混乱冲突。从柏拉图主张理念世界才是可靠的，而现实世界
是混乱的，理念世界凌驾于现实世界；到亚里士多德区分“形”
与“质”，精神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而身体则是精神的负担；
到新柏拉图学派认为“太一”的完满在经过理智、灵魂、肖像
的层层流溢后，到达“多（matter）”的层面；再到被基督教哲
学拔高为博爱众生的“三圣”，由于上帝的慈爱本性，为救赎人
类创造诺亚方舟，如此向下流溢的终极关怀；再到卢梭的自然
主义哲学，强调张扬人的自然个性，培养自然状态的人。从古

典哲学，到基督教哲学，再到现代哲学，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
中，渗透着二元分化与对立。 

然而，“老庄”哲学的关注点不同于基督教信仰中外在超越
的上帝，它强调“天人合一”。“老庄”哲学中的“道”不同于
上帝，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也不是返回原始状态的无序，
而是顺乎自然本源的泰然处之。“老庄”哲学的自然观也不同于
卢梭的自然主义哲学的回归“自然状态”，“道法自然”是人与
自然的交相融合，阴阳调和，浑然一体，从而达到“太极”的
平衡状态。 

卢梭认为，在充满权钱争夺的社会，知识越多，自由和尊
严就越受压制，产生不安、嫉妒和疏离。因此教育应启发自觉
性，利用消极教育诱导自然属性，锻炼感官能力，这是一种向
下的哲学。向下的哲学正是西方哲学中所阐释的，上帝向人类
启示真谛，人类寻求上帝的救赎。然而，大道至简，“道”不同
于《圣经》中细致的条目，而是模糊的指引、高度的归纳，“道”
即向上的道枢，摆脱名相束缚，以其齐一性成为包容沟通“实”
与“虚”、“有”与“无”的桥梁。 

（二）寓动于静 
“老庄”哲学中的“退”与“让”不是逃避主义，而是以

余让的智慧退一步海阔天空；“虚位以待”的“静”也不是坐以
待毙，而是通过余让，拓宽余地。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经历二战的风雨洗礼后，于
1943 年至 1953 年产生思想的第二次转向，诊断西方技术世界
的荒芜化。他认为，技术的滥用招致了过度消耗，资本主义世
界将一切视为可被利用的，将自然和人性“生产化”，却引发更
大的“贫穷”。由此，海德格尔开拓西方哲学的自然化路向，解
构功利主义的手段性，探求老庄哲学中“泰然让之”的无用之
思及适用于西方世界的“救治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不确
定性越来越多，过度演绎的西方哲学逐渐与不可喻性的东方哲
学产生互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庄”哲学“葆真”之
“静”与“生长”之“动”的力量，为东西方哲学思想的碰撞
与交织提供可能性，闪耀出跨文化语域下精神对话的智慧光芒，
促使后人探寻共同的精神理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值时
文化自信，理应以中国特色的教育姿态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三）无中生有 
“老庄”哲学中的“无”并非虚无主义，并非基督教哲学

中创世前绝对的“无”或“零”，而是蕴含内在动能和能量场的
“玄牝”，即万物之本源。“无”是一种积极的能量，而不是消
极的怠惰。《道德经》第六章有“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万
物由此而生并汲取“绵绵若存，用之不尽”的能量。“玄牝”以
能量本源的空间，化育万物。“老庄”思想的“无”与“有”共
生共存，互通互促。《道德经》第一章有“故恒无，欲以观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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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无”的状态是为了观察万物的奥妙，以“无”虚怀万物，
蓄养天下之“有”。 

从比较研究的视野来看世界动力的源头，牛顿认为上帝的
“一指之力”为第一推动力，推动万物运转；老子则认为，雌
性动物的生殖器官先天地而诞生。如果说基督教哲学是男性中
心的，那么“老庄”哲学则是女性中心的。母语、母校、母亲
河，“无”孕育万物，顺势而为释放潜能之“有”，创造一个生
意盎然、生生不息的世界。 

二、“老庄”哲学视野下的育人病灶透析 
（一）教学目标的行为取向 
“老庄”哲学作为一味“药材”，可用于当代教育教学工作。

如今，教学目标中的“泰勒色彩”浓重，过度强调单一的行为
性目标取向，倾向于可识别的要素，而对难以量化测评的内容
有所忽视，并将学习整体分解成独立的部分，破坏了整体的有
机性。“有虑”的工具理性泛滥影响了教学目标的设计，过于强
调提早授予“有用”的知识，将教育教学异化为工厂车间的流
水线，将行为操练与人文关怀对立起来，忽视了在课程育人中
对能力导向和情感态度的培养。 

（二）教学实施的过度干预 
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教学实施中过多

的干预，如满堂灌的知识积压、题海战术、“一条龙”式包办，
已是顽瘴痼疾，不仅使学生不堪重负，还会降低学习兴趣。过
度干预是“有名”的取巧之智自诩强大，以造作、自嗨、折腾
等“机心”过度演绎。然而，道家主张与其持盈握胜，不如见
好就收，适度而为。课堂不是知识的传送带、加工厂，“道”非
上帝之手的强力，而是万物内在之场力。人类的理智是有限的，
过多的外在干预适得其反；而“道”无终无极，永无止境，顺
势而为、泰然处之的教育下学生的表现力、生成力亦是如此。 

（三）教育评价的终结指向 
以“有用”为归旨的教育评价，过度使用终结性评价，唯

分数、唯升学等短期价值被过度重视，强化了学生“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的意识。然而，教育事业功在千秋，教育应更加关
注育人的“远方空间”，短视的急功近利不可取。“五唯”是科
举文化的流弊，是组织绩效主义的产物。新时代的教育评价应
重视立德树人的价值引领，弱化畸形的绝对竞争、单一的结果
评估，扭转功利化的教育评价，注重过程性评价，放大学生成
长的相对增量和长效价值，发挥内在张力的可塑性，实现厚积
而薄发。 

三、“老庄”哲学引领下的教育留白实施路向 
（一）赋能学生主体意识，转换当代教师角色 
教育留白的实施应学生与教师的共同参与，谱写教育教学

内力场的双重变奏。学生本身具备主观能动性，对尊重自然、
容纳个体的强调是“老庄”哲学的应有之义，教师应关注学生
的主动建构和知识的动态生成，给予学生自主解读的空间，行
不言之教。教学应尊重自然的多元异质性，让渡教学时间资源，
保障学生的话语权利实现课堂畅所欲言的思想欢腾。 

“道”有引导之义。教师应引导学生拥抱“内在自然”，启
发萌生批判力和创造力的高阶思维，发挥想象力、预测力等非
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将“一言堂”的课堂现状转变为呼吁更
多“弦外之音”的教育场域，促进学生的自我实现与内在超越。
教师摒弃局限的“小知”，呼吁更多超越逻辑推理的直觉和创造
力，以“无知”激荡学生的“大知”。在不可喻性的教育教学过
程中，学生的“妙悟”可激发教育的生命力，从而形成生意盎
然、生生不息的育人场域。 

（二）留白贯穿育人，打造弹性空间 
《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所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

希声，大象无形”，启示了教育教学中留白之处有大用。“老庄”
思想中的“玄牝”，即廓然开阔的“空境”，亦即“无”，为灵气
聚集提供了必要场地。留白是自然的尺度，思想成长的空间，
反映了虚空自身的无限承载力。教育哲学的引领既要有“顶天”
的文化育人力，又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有“立地”的课程育人
力。教师应锤炼育人风格，升华教学艺术，可从以下方面将落
实教育留白。 

一是巧设留白，抓好教学设计。教师要秉持“粗线条”的
设计观，开发具有留白价值的授课点，巧设板书留白，呈现框
架式思维导图，才能在教学中张弛有度。二是收放自如，把好
教学节奏。留白教学的“火候”把控，呼唤教师“柔之胜刚”
的教学张力，注意间隙的停顿，为学生留出反应时间和回味空
间，给予学生建议而非指令，提供包容性而非排他性，发展学
生顿悟的能力。三是相机诱导，用好课堂提问。教师精心设问，
或抛砖引玉，或设置悬念，使问题既具有阶梯性又具有跳跃性，
逐渐拉长“问距”等级，推进学生最近发展区的进步。四是余
音绕梁，做好课堂总结。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以面向未来的
向度进行课堂总结，适当留疑，形成余音绕梁的教学效果，将
蔡格尼克效应运用于教学实践，利用学生心理中出于未完满的
体验需要，点燃对未尽之事执着的探知欲和创造性的思维火花，
并利用格式塔心理学，提高学生“补白”的能力，拓展学生思
维驰骋的疆域。 

（三）丰富情感体验，孕育高格境界 
老子所提倡的“大智若愚”不等同于“反智主义”，他所反

对的是诸侯纷争的权力计谋。在育人工作中，教师也应把握“有
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关系，在教授有限之知识的同时，
关注“大象无形”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学，塑造育人价值
的共生感，促进情感留白反哺教育。 

教师应有立意深远的育人境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恬淡的教育境地，培养《庄子》中的“至人”。教师应情感激
越，精神投入，语调顿挫，在育人过程中激发学生美的生命活
力与情感体验，创造美学意义的教育生态体验。课堂教学是育
人的主阵地，在欲望喧嚣、人心浮躁的环境下，知识之外更有
境界。教师应创造“虚实相生”、“寓动于静”、“无中生有”的
育人效果，利用教育留白的文化育人、课程育人引导学生观照
内心世界，提升心理韧性和弹性，追求生存状态的和谐。 

“老庄”哲学引领下的教育留白，指引呼唤教师强化文化
自觉，审视自我生存样态，使教师与学生的作用发挥相得益彰。
教育留白顺应“道”的永恒律令，追求泰然处之的韵外之致，
以重返文化根脉的力量将中华哲思、东方美学融入教育教学，
重视“器用”之外“无为”的久长功效，以教育者“无为”的
修为境界，打造弹性课堂的高天阔地，将“老庄”思想中的留
白之思运用于育人，是风高浪急之时掷地有声的中国之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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