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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拉图　　也译为帕拉图　　拼音：Bó lā tú　　英译：Plato　　希腊语：Πλ?των　　(约
公元前427年－前347年）　　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
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　　【简介】　　名字
的由来：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勒斯，却又何以改称“柏拉图”？溯其源，阿里斯托勒斯自幼身体强壮
，胸宽肩阔。因此体育老师就替他取了“柏拉图”一名，“柏拉图”希腊语意为“宽阔”。后来，柏
拉图的名字被延用下来，流行至今。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氏死后，
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
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1]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
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 Republic）和《法
律篇》中。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
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
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
，并将它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由天赋而来，它以潜在的方
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因此认识不是对世界物质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教学目的是为了
恢复人的固有知识。教学过程即是"回忆"理念的过程。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
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
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
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
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经过反省和思维，再现出灵魂中固有的理念知识。就此而言，
柏拉图的教学认识是一种先验论。　　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
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
。0一3岁的幼儿在育儿所里受到照顾。3一6岁的儿童在游乐场内进行故事、游戏、唱歌等活动。6岁以
后，儿童进入初等学校接受初级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柏拉图接受了雅典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
冶心灵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为儿童安排了简单的读、写、算、唱歌，同时还十分重视体操等体育
训练项目。17一20岁的青年升入国立的“埃弗比”接受军事教育，并结合军事需要学习文化科目，主
要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20一30岁，经过严格挑选，进行10年科学教育，着重发展青年的思维
能力，继续学习"四科"，懂得自然科学间的联系。30岁以后，经过进一步挑选，学习5年，主要研究哲
学等。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根据其教学目的，柏氏吸收和发展
了智者的‘三艺’及斯巴达的军事体育课程，也总结了雅典的教学实践经验，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
了“四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后便成了古希腊课程体系的主干和导源，支配了欧洲的
中等与高等教育达1500年之久。　　柏拉图认为，每门学科均有其独特的功能，凡有所学，皆会促成
性格的发展。在17岁之前，广泛而全面的学科内容是为了培养公民的一般素养，而对于未来的哲学家
来讲，前面所述的各门学科都是学习辩证法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文法和修辞是研究哲学的基础；算
术是为了锻炼人的分析与思考能力：学习几何、天文，对于航海、行军作战、观测气候、探索宇宙十
分重要；学习音乐则是为了培养军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他还很重视选择和净化各种教
材，如语言、故事、神话、史诗等，使其符合道德要求，以促进儿童心智之发展。　　就教学方法而
言，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把回忆已有知识的过程视为一种教学和启发的过程。他反对用强
制性手段灌输知识，提倡通过问答形式，提出问题，揭露矛盾，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
最后得出结论。　　理性的训练是柏拉图教学思想的主要特色。在教学过程中，柏拉图始终是以发展
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最终目标的。在《理想国》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reflection）和“沉思”
（contemplation）两词，认为关于理性的知识唯有凭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三
。感觉的作用只限于现象的理解，并不能成为获得理念的工具。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心思凝聚，
学思结合，从一个理念到达另一个理念，并最终归给为理念。教师要善于点悟、启发、诱导学生进入
这种境界，使他们在“苦思冥想”后“顿开茅塞”，喜获“理性之乐”。 这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有异
曲同工之妙。　　柏拉图的教学思想几乎涉及到教学领域中的所有重要方法。他第一个确定了心理学
的基本划分，并使之与教学密切联系起来。他继承并发展了斯巴达的依据年龄特征划分教学阶段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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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在教学的具体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上则更多地总结与采用了雅典的经验，提出了全面、
和谐发展的课程体系。他十分注重在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强调探讨事物的本质，这些都给了
后世教育家们以巨大的影响和启迪。　　但是，柏拉图夸大了理性发展在教学中的意义。他主张的通
过回忆和沉思冥想以致知的教学过程，反映了其对掌握知识理解中的唯心主义倾向。特别是他把理性
绝对化、孤立化，使感觉和理性之间对立起来的思想，以致成了中世纪经院派教条主义教学方法的理
论基础。

Page 4



《理想国》

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

Page 5



《理想国》

编辑推荐

　　《理想国》(英汉对照)(典藏版)作者柏拉图，《理想国》首卷的核心问题是正义。对于什么是正
义，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对正义是“将他人的东西归还给他吗?”正义是“将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
人吗?”等一系列问题的反驳，明确了正义的涵义。特别批驳了“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表现了
柏拉图思想中带有民主的成分。他不认为强者或者统治阶层永远是正确的，正义关注的是大多数人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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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绕晕了⋯
2、X﹏X
3、总有人想把别人的生活规划得井井有条，柏拉图，或者说是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想这样做的人。
当然，作为西方经典，还是值得一读。同系列（文思博要-英汉对照）的书还有乌托邦——阅读中。
4、书是好书，就是自己看不进去%>_<%
5、很高兴读到了不同的成长历程，寻亲路程。
6、床头的好书！
7、实话，关于“正义”这个问题⋯⋯把俺老人家绕晕了的说。
8、双语不过有删节  部分编译
9、正义与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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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苏格拉底的诡辩，逻辑思维的极致，与众不同的观点我总能听到学好数学逻辑思维能力会很强，
但这样的强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原来逻辑能力还能表现在辩论推理等方面，理想国给了人一个生活
的例子。看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做几何证明题的推论过程读起来很费脑，一走神就不知所云了正义与非
正义的辩论过程十分的精彩，让人不得不叹服早在那个年代已有了这样的大思想家，而现在却渐渐少
了，不知人是退化了还是进化了。但在论述中也充满了对女性的蔑视和不尊重，认为女性是懦弱和只
会与男人争吵不休的。苏格拉底认为人们非正义的思想和行为是受其他外来事物和教育的影响，而忽
略了人性的本身，非正义往往更多是从人本身的经历和内心的变化衍生出来的，而不是简单的受外界
影响不过从论述正义与非正义，苏格拉底引出了如何建立一个制度，一个国家，来弘扬正义抑制非正
义。也正是这书的书名，理想国理想国中的人都被培养成十分有修养的人，而国家的正义正是由这些
有修养的人自制而形成的明知是经典，估计只能说自己没有那个水平吧⋯⋯苏格拉底饶舌式的问答证
明让我实在没有信心再看下去了，还剩十分之一放弃⋯⋯

Page 8



《理想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