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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任务，不仅依靠由显性知识牵引的育人模式，更应发

挥默会知识观在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能动作用。默会知识观为构建立德树人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新视角。默会

知识观深探知识的默会维度，确证其在立德树人场域的适用性和逻辑机理，助益于创生以人的实质自由为关

照的主体逻辑，形塑以默会交往为基础的实践逻辑，彰显以道德共同体为旨归的价值逻辑。然而，教条化单向

度的显性知识教学、实践性弱化的培育导向、优绩主义的育人环境，成为阻碍默会知识观作用于铸魂育人的现

实障碍。基于此，重新构想默会知识观下的立德树人高质量培育，应打造多元知识共融的默会育人模式，健善

以道德实践为贯彻的发展性评价体系，营造充盈道德共同体实践智慧的育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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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

更是新时代铸魂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中心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育人的根本

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①立德树人居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既要求以初心如磐的理想信念和

纯洁高尚的道德涵养孕育时代新人，又强调实现

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肩负起新时代赋予教

育事业的庄严使命。然而，面向立德树人的育人

实践暴露出诸多不良症候，阻滞了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进程。部分学校以书本知识的单向传授代替

潜移默化的道德生成，将立德树人简单化为显性

知识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作为立德树人关键取迳

的思政课程，容易陷入传统学科课程“只重理论

学习，不重切身实践”的窠臼，脱离学生的实际生

活。整体育人环境极易受到优绩主义逻辑的裹挟，

未能构建关照教育共同利益的道德共同体。这些

现实问题长期萦绕在立德树人过程中，难以满足学

生迈向实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为纾解育人实践中的棘手难题，立德树人亟

须革新旧有的学习模式，真正推动理想信念和道

德素养在个体内部和社会整体的落地生根。与之

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纷至沓来，主要集中在立

德树人的价值定位、落实机制、课程思政和师德师

风建设四个方面。但鲜有研究能深入触及知识学

习模式上内源性问题，均未能从教育中人的知识

传递、共享、创造以及认知实践的角度探明当前育

人模式的症结所在。基于此，默会知识观紧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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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默会维度，挖掘人类认知中“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的默会知识，着眼于默会知识在理想信念

和良善道德传递与践行中的关键作用，为立德树

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默会知识观有助于突

破育人实践中显性知识单向运行的局限，创生个

体与社会环境默会交往中的实践智慧，促进知识

育人与实践育人的互动共生。以默会知识观重新

审视立德树人的逻辑理路与价值实践，深入探究

默会知识作用下立德树人的培育路径，将成为新

时代推动立德树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益之举。

一、默会知识观的要义指向及其适用性论析

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总体看法和关于知识

的总观点。②默会知识观将知识的默会维度作为

知识体系的基础部分，意在阐明主体认知结构中

潜藏的默会认知能力和默会知识特性，从而揭示

其内在蕴意和参与立德树人的适用性。确证默会

知识观的要义旨趣，指明其作用于立德树人的具

体场域，是默会知识观得以审视立德树人高质量

发展进程的关键前提。
( 一) 默会知识观的要素解构

默会知识观从知识的复杂性出发，将默会知

识从整全知识系统中抽取出来，深掘出知识体系

中的默会维度。知识是人通过学习获得的经验要

素，工业社会以来，其被传统知识观视作是可表征

化、价值无涉、理性主义的客观存在。随着现代性

由“固体”阶段向“流动”阶段过渡，现代社会成为

滋生不确定性的温床③，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并

非仅由外显符号所固定，还以分散、隐性、动态、默
会的复杂形式存在。复杂性是整体性和多样性的

交织体，默会知识是复杂知识结构中的多样化表

达。莫兰( Edgar Moria) 指出: “教育应该促进适

于参照复杂性、背景，以多维度的方式和在总体的

视域中进行认识的‘一般智能’”。④由此，知识的

默会维度延伸至主体认知活动和教育中的知识学

习过程，生成以默会表达、默会认知、默会交往、默
会创造为核心关照的默会知识观。

具体而言，默会表达内蕴默会知识以实践行

动作为表达形式的本体属性，默会认知揭示默会

知识高度个人化的认知特征，默会交往显现默会

知识依托生活世界的传递途径，默会创造指向默

会知识生产的实践智慧。四者缺一不可、互为支

撑。默会表达的实践形式是默会认知具身性特征

的基础，默会交往又建基于默会认知的个人化特

点，并在生活世界中默会创造实践智慧。默会表

达、默会认知、默会交往、默会创造完整诠释了默会

知识表达、认知、传递和生产的过程性要素，共同构

成默会知识观统摄知识活动全过程的要义指向。
1． 默会表达: 个体实践行动主导的知识表征

形式。默会知识观认为知识存在一种区别于语

言、文字、编码等外显符号的默会表达形式，即知

识能通过个体实践行动默会表达，寓居于实践活

动和个 体 行 动 之 中。正 如 波 兰 尼 ( Michael Po-
laniyi) 所说:“人类知识有两种，诸如书面文字、地
图或者数学公式里所展示出来的，仅是其中之一

而已。另一些未被精确化的知识则是另一种形式

的人类知识，比如我们在实施某种行动之时怀有

的关于行动对象之知识”。⑤这种知识被称为默会

知识( tacit knowledge) ，难以通过符号形式精确表

达，只能依赖实践主体在行动中的心领神会显现

出来。默会表达是默会知识区别于其他知识类型

的本质属性，创造出一种由知识、认知到实践、行

动的特有表达形式。这也使默会知识不如显性的

书本知识易被个体感知，因而在教育中表现出富

有实践性的默会表达形式。譬如立德树人关注的

道德情感、意志和理想信念等教育内容也多属于

默会知识范畴，其在表达上特别强调第一手经验、
实例及师长的指导作用等实践育人活动。⑥

2． 默会认知: 高度个人化具身性的知识习得

特征。默会知识观强调认知主体与客体知识在默

会认知过程中形成的稳固嵌入式关系，主体必须

与默会知识产生具身性联结，使知识高度嵌入主

体的认知结构之中，才能实现对默会知识的习得。
由于默会知识的表达无法脱离个体实践，主体在

习得默会知识的过程与之形成“一对一”的紧密

嵌套关系，构成了默会认知的个人化特征。因而，

默会认知依赖于个人热情地参与实践行动，调动

学习者的技能、直觉、个人判断以及情感体验，通

过对某种暗示的觉察从而与某种隐藏的现实建立

起联系，从 而 形 成 个 体 性 和 知 识 客 观 性 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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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⑦默会知识一旦脱离了个人的认知情境和具

身实践，将难以通过外在形式为人所认知，就会失

去知识习得和默会认知的土壤。对此，默会知识

观能使主体人在默会认知中脱离外在的客体束

缚，形成个人化的认知体验和具身性的认知特征，

充分舒展其个性和自由并与默会知识产生更为紧

密的默会认知联系。
3． 默会交往: 生活世界共在交往的知识传递

通道。默会 知 识 更 突 出 表 现 为 一 种 能 力 之 知

( knowing － how) ，参与构成生活世界中共在交往

的知识背景和能力前提，通过主体间的默会交往

贯穿知识共享传递的全过程。生活世界是默会交

往的特定场域，意指个体所处的现实而具体的生

活环境，是充盈着原初经验和直观感性的、由主体

间理解互动和交往神会建构的先验境域，也是构

成沟通关系的背景知识域。⑧默会知识能够通过

人与人之间的默会交往，在生活世界中充分进行

更新、传递、分享的动态活动。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指出:“主宰生活世界的知识是一种深

层的非主题化知识，是一直都处于表层的视界知

识和语境知识的基础。”⑨默会知识内蕴的理解

力、领悟力、判断力等默会交往能力，成为建构生

活世界交往秩序和交往行动的基础要素。另外，

默会知识观将多主体的共在交往作为默会知识的

传递方式和共享通道，通过生活世界的默会交往

使知识在共同体成员中共享。
4． 默会创造: 持续创生实践智慧的知识生产

模式。默会知识观倡导的是以默会知识为根基的

知识生产模式，通过持续生成美德美行和默会智

识相整合的实践智慧，形成默会知识创造价值的

独有范式。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指出: “实践智

慧必须是对人的善，是真实理性的实践品质。”⑩

实践智慧既包含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性智识，还

蕴藏人与社会善态发展的道德追求，以在美好德

性的关照下审视实践活动的正当性。知识的默会

创造模式旨在生产个体与共同体的实践智慧: 默

会知识不仅嵌入个体的具身实践，积极推动个人

的认知建构和自由个性的敞现; 还经由生活世界

主体间的交往实践，创生社会共同体良序互动的

实践智慧。对此，默会知识观将默会知识视作人

类社会发展的知识基础，凸显默会知识创造实践

智慧的知识生产优势。因为可阐明的知识只是人

类知识的冰山一角，它是以潜藏于冰山之下的默

会知识为基础的，即使是生物、文化规则所包含的

认识论领域同样如此。�11为回应多领域的创造性

需求，默会知识还作为知识生产螺旋的基质，通过

与多类型知识的互动关系和基础性的建构作用，

发挥默会创造实践智慧的多元知识融合效应。
( 二) 默会知识观作用于立德树人的适用性

分析

立德树人是以良好道德和理想信念孕育时代

新人的育人活动，旨在通过教育活动对社会成员

加以引导、施以影响，使其内化和生成时代所需的

美好德性和良好德行。默会知识观恰能参与知识

学习过程，作用于立德树人的育人场域，赋予立德

树人理念和实践层面的默会蕴意。立德树人在育

人内容上关注默会存在的实践性道德知识，在知

识传递中强调默会交往的情境性和整体性，在知

识创造价值中着眼知识和德性的有机结合。这均

为默会知识观对立德树人加以审视和深度作用提

供适用性基础。
1． 立德树人的育人内容涵盖实践性的默会知

识。立德树人的育人内容主要是新时代所倡导的

良善道德和理想信念，其在育人活动中的内容建

构离不开以实践形式存在的默会知识范畴。道德

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基本行为准则，参与形成

个体实践和共在交往的前提背景; 理想信念作为

高位价值观念，具象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坚定信仰和高度自信。二者作为生活世界中精神

领域的不同层面，不能完全用语言符号表达为显

性的知识内容，更多由个体具身的实践性行动来

表达。默会知识中关于道德品质和理想信念的部

分，经由主体在生活世界的交往实践，深度渗透进

每个个体的认知结构之中，实现由知识育人到实

践育人的有效衔接。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

程中，立德树人的育人内容也随着默会知识内涵

的丰实产生时代性的蜕变，更为强调以理想信念

为根本，以德育人、以文化人，形成促进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发展的整全育人观，以充分发

挥学生在默会交往中的主体性和个性，使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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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生存”的整全之人。�12这离不开默会维度的

知识作为认知介质并参与其中，由此，默会知识观

得以为立德树人的高质量培育提供内容关照。
2． 立德树人的道德传递依赖默会交往的共同

体。立德树人既要求全体学生在道德和理想信念

的熏陶下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又强调通过人才

培育推动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默会知识观强调

一种以生活世界中默会交往为主导的知识传递形

式，将个体和社会共同体联通起来，助力实现由个

人到社会整体场域的铸魂育人。学校、家庭、社会

各教育场域内部的交往环境，以及学生与学生、教
师、家长等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共同构成了默会知

识的共享条件。默会知识观下的知识传递是实现

个体实践道德迈向社会共同道德的助推剂，最终

推动生活世界的互动交往和社会整体的向善发

展。在此基础上，默会知识的传递和共享打造出

以道德为纽带的交往共同体，不仅能够潜移默化

地培养有道德修养和家国情怀的个体，还能够推

动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形成，实现社会全方位系统

性的道德培育路径。基于此，默会知识观能够有

效适用于立德树人的育人场域，打造“知识共同

体”“学术共同体”和“德育共同体”，从而彰显中

国气派，回应时代发展要求�13，高质量地培养社会

发展需要的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3． 立德树人的价值实现离不开实践智慧的生

成。默会知识观作为道德培养的核心载体，能够

推动高尚纯洁的道德之风浸润学生心灵，创生生

活世界的实践智慧。每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理想信

念都是在潜移暗化的默会交往中生成的，默会知

识作为道德形成过程的基本介质，贯穿道德学习

和认知过程。对此，立德树人依赖学生对默会知

识开展的创造性学习，建构出嵌入式的、稳固的认

知观念，并通过默会交往接收具有普遍性的道德

原则及规范并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品德，成长为

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时代新人。�14另外，在默

会知识观的审视下，立德树人并不局限于认知层

面的道德发展，而是使人“在道德经验和道德实

践中掌握和运用理性及普遍的知识，真正达到善

的境界。人们正是经过道德实践的具体过程，通

过道德经验和情感体验逐渐形成关于人生、社会、

自我等方面丰富知识”�15，在实践智慧的关照下实

现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的统一。默会知识观下的

知识生产是通过默会知识为基础的知识转化和创

造，在此过程中不断创生出智识和德性相统一的

实践智慧，推动了个体智慧向集体智力汇集，最大

限度地扩大人的潜力，协调开展明智活动来解决

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19

二、作用机理: 默会知识观形塑立德树人的逻

辑架构

基于默会知识观的内涵蕴意和适用基础，立

德树人充分汇聚默会知识观的善态能量，搭建起

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架构。立德树人先是借助默会

知识观在知识表达和认知过程中强调的主体性，

形成以人的实质自由为核心的主体逻辑。在主体

逻辑的基础上，立德树人又通过默会知识观的交

往实践模式，生成聚焦主体道德行动的实践逻辑。
而后，立德树人依靠默会知识创造的实践智慧，进

一步形成以道德共同体为旨归的价值逻辑。在默

会知识观的作用下，立德树人得以确立起以“培

养什么样的人”为基础的主体逻辑、以“如何培养

人”为关照的实践逻辑、以“为谁培养人”为指向

的价值逻辑，在育人主体、育人实践以及育人价值

的层面上建构起完整的逻辑架构( 如图 1 所示) 。
( 一) 主体逻辑: 默会知识观构建以实质自由

为核心的全面育人观

默会知识观将个人化的默会知识作为人类知

识大厦的基础部分，关照知识活动中人的实质自

由发展，参与构建立德树人的主体逻辑。本质而

言，立德树人是教师将道德观念、理想信念、价值

理念等社会生活的精神内核嵌入学生灵魂的教育

活动，师生双方组成了立德树人的两类主体。默

会知识参与构筑立德树人的育人内容，嵌入师生

主体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促进主体共在共生的善

态发展。发展首先意味着扩展主体的实质自由，

使每个人具有能够自由地选择各种不同生活方式

的“可行能力”。�17作为认知的客体对象，默会知识

助益于发挥师生主体间的能动作用，尤其是以教

师的主导作用激发学生参与默会道德实践的主体

性，赋予其汲取默会知识的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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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会知识观为学生主体提供了个性化和实践性的

知识学习模式，使学生具备参与师生主体间善态

交往的默会知识背景，为其主体性的施展提供实

质自由的交往情境。正如雅斯贝尔斯( Karl The-
odor Jaspers) 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

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

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

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

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18这种“灵肉交流活动”
是默会知识学习过程中师生主体相互作用的实践

过程，突破学生被动接受显性知识的认知阈限，获

得个体性的自由和解放，唤起学生实质自由发展

所需的主体性。

图 1 默会知识观作用于立德树人的逻辑机理

为实现学生实质自由发展，默会知识观有助

于形塑以默会知识为基础的全面育人观，使学生

主体在生活世界的交往实践中获得实质自由和全

面发展，有效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方向性问

题。一方面，默会知识观蕴藏着对学生主体的关

照，能够构建出整合默会知识和显性知识的道德

认知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知识视域、自由的

选择以及全面学习的机会。默会知识参与形成的

整全知识结构，是充分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求的

知识基础，能够有效使其摆脱知识的片面化学习

对主体发展的束缚。对此，学生可以在整体性认

知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强化立德修身的

同时扩充实质自由，从而获得实现崇高理想和坚

守道德品行的实质能力。另一方面，默会知识观

能够推动教师主体形塑以实质自由为核心、以学

生为本的全面育人观念，并将其贯穿于教学实践

活动始终，推动立德树人的内涵式发展。默会知

识高度个人化的特性驱使立德树人更加关注个体

人的长足发展，能够启发教师主动建构和营造面

向全体学生的德育氛围，使每个个体浸润在创生

实质自由的主动环境中。对此，育人模式能够将

道德素养潜移默化地植根于师生交往的实践场域

之中，关照学生的主体性需要，最大限度地扩展学

生的实质自由和发展空间。
( 二) 实践逻辑: 默会知识观赋能以个体性实

践为基础的立德成效

通过培根铸魂的育人活动推动个体将良好道

德修养内化于心、外发于行，是立德树人得以落地

生根的实践进路，而这离不开默会知识观对个体

德性和道德实践生成发挥的积极作用。立德是树

人的根本，旨在从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培育学

生的品德素质和理想信念，属于内在意向性胜过

外在实体性的道德认知范畴。现象学大师胡塞尔

(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指出: “意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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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向某些对象的，而这类对象并不总是在实在

中存在”�19。这类对象同样包括内在于心灵的非

实体对象。立德树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关涉的马

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

德修养等内容要素均是非实体性的认识对象，亟

待将其包含于受教育者的心灵意向之内，并外化

显现于实践行动之中。默会知识观能够发挥默会

知识承载道德知识、意志、情感并嵌入认知主体的

默会效能，使良善道德品质扎根于学生的心灵之

中。这是由于，默会知识的认知过程实质上是主

体对某物的“寓居”过程，“我们像觉知到自己的

身体那样觉知到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内化了这

些事物并使我们寓居于它们之中”。�20“寓居”是

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紧密联结、合二为一的过程，

能够使每个个体形成个人化的特定认知，并在此

基础上创生出情景性个性化的道德实践。
个体性道德实践是衡量立德树人成效的标

准，唯有每个个体都能深刻体悟和践行善行，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才能有效落实，方能从实践层面

解决好“怎么样培养人”的过程性育人难题。默

会知识观强调的默会认知是以生活世界中的主客

联系、主主互动为基点，通过个体的具身性经验行

为将默会的道德认知嵌入主体深层认知结构中，

并在交往实践环节中展现出知行合一的默会道德

能力，建构立德树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的逻辑闭环。默会知识观下的道德学习的核心内

涵在于，学生依赖社会交往环境深度感知抽象的

道德知识并身体力行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传递道

德善念，通过个体的善意行动为社会道德整体添

砖加瓦。据此，默会知识观介入的育人实践能够

以道德熏陶和引导的方式，促使学生在生活世界

的交往活动中产生愈加深刻的道德认知和彰显其

外的道德行为。因而，默会知识观作用下的立德

树人是通过每个个体参与道德活动的真实体验来

衡量育人的最终效果，形成对学生身心整体是否

能够融入立德环境的全面性评价。在教学实践

中，教师由讲授者变为启迪者与引领者，主要任务

在于充分设计情境、提供工具、引导进程等�21，使

学生在自主道德实践中获取道德认知，在此基础

上形成善态的评价和反馈。以实践为主导的评价

既能反映出主体道德意向的内化程度，又能通过

学生在默会认知的驱使下形成的交往实践检验

其道德行为能力，进而推进立德树人的实践革

新进程。
( 三) 价值逻辑: 默会知识观彰显以道德共同

体为旨归的育人价值

默会知识观能够依托多主体的默会交往创造

道德实践智慧，打造生活世界的道德共同体，完善

立德树人的价值逻辑链条。立德树人的价值内核

在于实现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

融合统一，不仅要求个人建立起身心协调的道德

认知和行为联结，还更为强调社会共同体形成一

致的理想信念认同和共同道德信仰。默会知识观

恰能通过默会知识的活动过程，在支撑个体道德

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社会道德共同体。默会知识源

自于人的默会认知能力，其认知途径主要依赖辅

助觉知和焦点觉知。辅助觉知是从身体出发去关

注其他的东西，将认知对象纳入其中; 焦点觉知关

注身体，通过身体的延展获取外部观察者对身体

的觉知。�22在生活世界场域中，两种认知方式促成

了主体之间的深度交往和紧密互动，使道德认知

和实践的敞现和传递突破个体的阈限，积聚社会

共同体的实践智慧。这为立德树人提供了个体和

共同体的双重价值关照，使个体道德素养愈发扎

实、共同体道德发展更加完善。对此，立德树人才

能够持续彰显其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旨归，经

由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发展夯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价值遵循，回答好“为谁培养人”的关键问题。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基点，默会知识观有助于

发挥立德树人的育人价值，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信仰、回应教育共同利益的中国式现代化

道德共同体。默会知识的创造、分享、转换，促使

立德树人必须重视人与人的动态交往，将个体的

默会认知与求知热情、群体语言与文化遗产的共

享、融入志趣相投的共同体。�23一方面，默会知识

观涉入的立德树人活动能够唤醒个体人对共同体

道德发展的价值关照，推动其将自身成长与社会

共同体发展紧密结合，现实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统一。“每个人都包括在道德关心的共同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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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4，道德行为主体在默会交往中关注可能受影

响的每个个体，以个体道德发展推动共同体的道

德发展。立德树人通过默会道德知识在主体之间

的传递过程，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和道德

信仰沁润到共同体之中，引导全体社会成员为现

代化建设贡献精神文明养料。另一方面，立德树

人模式能够借助共同体的道德凝聚和默会熏陶，

使每个个体潜移默化地树立良好道德信念。共同

体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而向个体开放，并在与

个体的互动中展示其意义。个体也不再是一个封

闭的实体，它也向共同体开放并在互动中显现其

价值。�25默会知识观通过作用于立德树人的育人

活动，焕发出其对于全社会且尤其是新时代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活力。

三、影响限度: 默会知识观驱动立德树人的现

实障碍

尽管默会知识观已嵌入立德树人的多重逻辑

建构之中，但立德树人仍未真正发挥默会知识观

的潜在效能。究其原因，当下育人实践中浮现出

的诸多不良症候严重阻滞默会知识观对立德树人

高质量培育的推进作用。单向度的显性知识传授

难以为学生提供整全知识体系，育人活动及其评

价乏有关照学生实践，育人环境的优绩主义虚浮

又阻滞道德共同体的建构，掣肘了立德树人迈向

高质量发展。
( 一) 占据主导性的显性知识窒碍默会知识

观生长

显性知识为基础的学习模式长期在育人实践

中占据主导地位，破坏了默会知识观生长的土壤，

限制立德树人的有效落地。当下，教师的教与学

生的学均围绕文字符号为载体的书本知识，依靠

机械记忆的方式巩固书中有关道德规则和理想信

念的知识内容，不仅脱离具身的交往实践，使学生

难以形成多元动态的稳定认知结构，还易造成育

人过程的规训化。教师只管“武断地灌输着某种

符号体系，让学生不假理性地判断而单纯地接受

教育的规训”。�29一方面，显性知识难以与学生主

体产生持续性的稳定联系，其主导的学习模式无

助于良好道德品质和崇高理想信念嵌入主体，致

使立德树人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

显性知识的垄断下，知识的默会维度易受到忽视，

未能参与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知识建构过程，难

以满足学生道德认知和知识创造的需要。“认知

能力总是跟个人的理解水平有关”�27，如果学生仅

占有显性知识，而不注重默会认知能力的发掘，

“无论你积累了多少，都不会形成正确行动的判

断力、智慧和想象力的”。�28

( 二) 实践取向的饱受冷遇弱化最终育人成效

当前，以积累显性知识为轴心的育人导向挤

压了学生交往实践的默会求知空间。默会知识观

主导的实践取向备受冷落，无法成为衡量学习评

价与教育评价的标准，“只有那些容易和很方便

地被测量的知识才受到重视”。�29这导致实践取向

难以渗入课程教学全过程，不仅使育人内容难以

与道德实践相结合，还易使书本知识脱离生活化

的实践情境，偏离学生默会交往所依靠的生活世

界。另外，实践取向的缺位致使立德树人的成效

被学生对教条化、刻板化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所裹

挟，忽视学生在实践行动中是否做到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一旦育人评价脱离实践，默会知识观

就无法进一步构造立德树人的实践逻辑，使育人

活动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为便于以应试形式量

化立德树人的成果，部分学校将道德规范、行为守

则、道德标语等教条化的道德知识记诵简单化为

德育的主要手段，忽视师生、生生交往实践中潜移

默化的道德意念。对此，推进立德树人的高质量

培育，亟须重拾实践取向，使实践成为知识学习的

必经过程与铸魂育人的活性能量。
( 三) 优绩主义的过度竞争限制道德共同体

形成

优绩主义是指以能力和努力程度来分配资源

的原则和体制�30，长期笼罩在当下的育人模式之

中，使学生热衷于参与激烈的学业竞争，不仅阻碍

默会知识突破个人的阈限而构建共在交往的默会

共同体，还壅蔽立德树人的高质量培育进路。优

绩主义主导的竞争游戏“必须始终以终结性的举

动取得胜利，在游戏界限的终极举动让获胜者超

越了任何可能的挑战”。�31学业竞争逐渐沦为个人

主义的教育内卷，部分学生为获得排名、升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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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方面的优势，忽视良好道德的涵养和理想信

念的塑造，甚至在利益追求面前不择手段，出现

“高分低德”的现象。对此，默会知识观难以发挥

共在交往环境中的道德熏陶作用，未能形成以社

会整体善为关照的道德共同体。高度嵌入式的默

会道德知识仅局限于个体，无法在内卷化竞争的

环境中自由表达、共享和创造知识，难以持续生成

道德共同体的实践智慧。在优绩主义影响下，多

方主体也未能完全回应教育共同利益，形成立德

树人的育人合力，反而易在立德树人的实施环节

中出现分歧，抑制社会道德共同体的有效构建。

四、超越之道: 默会知识观推动立德树人的高

质量培育路径

默会知识观旨在通过默会知识表达、认知、传
递和创造的学习加工过程，深度嵌入教育教学活

动的全过程，打破片面化、形式化、内卷化的育人

窠臼，从而实现铸魂育人的高质量跨越。探索默

会知识观对于传统知识观的超越之道，亟须推动

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融合，构建默会知识观主

导的多元知识结构和育人模式; 健善实践取向的

立德树人评价体系，强化主体人的默会交往实践;

凝聚道德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形塑充盈道德善性

的共在交往生态。
( 一) 推动知识共融，打造默会知识观主导的

育人模式

立德树人要求将学生培养为实质自由和全面

发展的人，这需要促进包括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

在内的多元知识交互共融，围绕默会知识在教学、
课程和学科之间的深度作用，打造默会知识观主

导的育人模式。由此，面向立德树人的育人实践

应革新师生围绕默会知识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形

塑以整全知识结构为基础的立德树人课程体系，

打通多学科间交叉融合的默会渠道。
聚焦教学环节中的知识共享与创造，搭建默

会知识观主导下师生良序互动的铸魂育人框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

教育未来: 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指出: “教

学是关系性的。教师和学生需要组成一个求知者

和知识构建者的共同体，既受人类知识共享的滋

养，也要为其做出贡献。”�32因而，学校要重视师生

在主体间性交往中迸发的知识共享、创造活力，形

成以德育人、以文化人和实践育人相结合的育人

机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积极联系学生的生

活世界，对教学内容展开生活化、实践化、具身化

的再组织，开展联系生活实际的教育性教学，实现

书本中显性的道德知识与生活世界中默会道德知

识的互构，甚至可运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

探索知识互构的新型教学模式。“在丰富的教育

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情

感’活动。”�33在情感流动的默会交往活动中，教师

既是传道授业的“经师”，更是育德成人的“人

师”，需要扮演好默会道德认知引导者的角色，在

对话交流和思想碰撞中进入每位学生的生活世

界。在师生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还要发挥教师对

作为道德主体的学生的示范作用，以其自身磊落

的襟怀、突破功利羁绊的道德人格，潜移默化地塑

造学生的人格。�34

着眼以默会知识观为基础的课程建设，促进

全知型立德树人课程体系变革。构建培养默会认

知能力和传授显性知识相统一的全知型课程体

系，是默会知识观下育人模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具体而言，面向立德树人的课程设计要提

炼和创新教材设计的默会知识要素，结合师生互

动的特定环节和学生的生活背景开发兼具显性道

德知识和道德判断力、感知力、领悟力等默会认知

素养的综合性课程。立足“国家—地方—学校”
三级思政课程建设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发默会知

识观指导的各级课程至关重要。在国家层面，结

合默会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更新思政课程的标

准，开发嵌入默会道德知识的试验性课程和精品

课程，宏观指导全国思政课程的实施和建设。在

地方层面，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优势资源，吸收

当地长期形成的默会道德文化，有针对性地规划

设计隐性课程、创新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实施方案。
在学校层面，更要充分利用贴近学生生活世界和

交往环境的优势，密切联系学生道德发展的生活

情境，创新具有默会知识构建色彩的校本课程。
学校根据育人目标选择适当的内容来编写教材，

“使教育内容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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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到理性再到圣性; 确保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

相互衔接、逐渐上升，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35

突破多元知识融合共生的学科壁垒，创造默

会知识观关照下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学科是将

客观存在的整全知识人为分类而成的科学性知识

系统，不同学科在分化过程中制造了大量阻碍知

识融通的边界和冲突。默会知识观强调流动性的

默会认知能力，以背景性和情境性的理解力、领悟

力、建构力实现多元知识的汇集和创造。以默会

知识观指导立德树人的学科建设，要利用学科、学
科组织、学科集群的默会关系，助力知识的跨学科

整合，推进知识生产模式由传统学科主导的模式

Ⅰ转向跨学科的模式Ⅱ( 知识跨越) 和创新网络、
知识集群为基础的超学科模式Ⅲ ( 知识集群) 。
“一切新知识是通过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

相互作用而创造出来的。”�39以显性形式表征的多

学科知识与默会知识及其认知能力的深度聚合，

形成生产新知识的知识螺旋，达致“1 + 1 ＞ 2”的

知识创造成效。因此，立德树人要关注学科发展

内部的默会知识形态和学科间的默会联系，在此

基础上实施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开展学科交叉研

究、循证学科交叉的创新方向，形成以默会认知贯

通学科知识、以默会知识集聚多元知识的可持续

知识生产机制。
( 二) 健善评价体系，深化立德树人的主体实

践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

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

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

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37将立德树人作为衡量学校育人育才成

效的标尺，必然要求革除教育评价中的“五唯”倾

向，转而强调主体人获得实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

程度。深化默会知识观对立德树人评价体系的关

照，关键在于更新优绩主义的评价理念，使评价导

向由关注显性绩效转为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

展，推动形成以主体道德实践为根本遵循的发展

性评价模式。
强化默会知识观对评价理念的革新作用，树

立以人为中心的育人评价导向观。在默会知识观

的引导下，育人评价应在理念上摈弃唯分数论的

优绩主义评价观，确立以实现人的实质自由和全

面发展为核心的评价导向。一方面，默会知识观

关照下的育人评价要求立足全体学生差异化的道

德发展和全面发展的需求。默会知识观认为主体

与默会知识间是互涉共生的一体化关系，因而基

于默会知识观的评价要关注每一位学生的默会认

知水平，着眼个体的个性化差异开展有针对性的

评价，以灵活的评价视角监测和评估立德树人落

实到个体的具体情况。育人评价理应关注个体的

实质自由，既要评估个体是否将生成美德、美行的

默会知识嵌入自身的认知结构中，又要关注评价

结果的反馈是否能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可持续的发

展，是否能为学生的实质能力的提升和个性自由

的完善供给善性能量。另外，育人评价的理念构

建应符合立德树人的目的，成为真正能够促进道

德认知和实践在主体人默会生成并使其实现实质

自由的积极性评价。“教育的终极目的必须是给

人‘自我效能感体验’的机会，让人觉得自己在做

一些有意义的事情。”�38默会知识观下的育人评价

也应回应这种终极目的，以个体自我效能感的默

会体验作为评价反馈的目标和驱动力，设置回应

个体自我实现和社会整体发展的评价目标，落实

在评价标准、内容、方法等具体环节，全方位更新

和发展立德树人的评价理念。
贯彻默会知识观对主体实践历程的建构，形

塑实践取向的发展性评价模式。立德树人是道德

和理想信念在个体实践中建构生成的发展过程，

育人评价需要在默会知识观的作用下注意到主体

道德发展的默会性和实践性。一是制定以默会道

德实践为关切的评价标准。在具体标准的设计

上，将学生交往实践中的具身行动纳入评价的内

容范畴，如学生与教师和其他同学的交往情况、为
集体所做的好人好事、参加的志愿服务活动等。
二是创新动态跟踪学生默会交往实践的评价手

段。立德树人评价机制要着重监测学生的美德、
美行的持续生成，以渗入学生交往实践的动态性

评价方式对学生在实践场域中的道德和理想信念

涵养进行评价。譬如依托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智能

追踪监测学生的道德实践行为，抑或采用价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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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方式分阶段多次性地评价学生获得的道德发

展和理想信念润养。三是推动评价主体由一元转

向默会交往场域的多元主体。默会知识观下的育

人评价要求评价主体本身也寓居在默会交往环境

之中，参与被评价者的交往实践过程，精准反馈和

评估被评价者的道德发展情况。由此，生活世界

中的多元主体都应作为育人评价的主体，要将家

长、同学、亲友乃至学生本身均纳入评价主体的范

畴，制定合理的评价分工方案，以全方位多视角评

价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
( 三) 凝聚共同价值，构建充盈良善道德的交

往场域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是确保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关

键，意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育人生态和德育环境，

进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服务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人才。默会知识观倡导道德共同体的

生成和实践智慧的创造，融合智识维度的知识创

造和社会精神维度的德性关照，有效作用于立德

树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对此，默会知识观的核心环节在于共同打造充盈

良善道德的默会文化环境，激活道德共同体的实

践智慧，实现多主体共同价值的共聚，合力推动立

德树人高质量发展。
积聚共同价值，营造道德共同体赖以生存的

默会文化环境。充盈良善道德的默会育人文化能

有效提高师生、生生间默会道德交往的质量和数

量，为默会道德知识的交流、分享、整合提供了高

质量的共在交往场域。对此，首先要建立利于道

德文化在育人场域善态生长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尊重和保障每一位学生在学

校文化和学术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譬如为学生

提供策划、组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空间和机

会，在开展活动前广泛征集学生的意见和想法，并

在活动过程中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活力。其次要

强化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注重营造

关注人的发展和道德生成的文化氛围。学生、教

师、家长等社会成员要培养起相互信任、相互依赖

的默会交往关系，创造自由沟通和善意表达的默

会交往空间，在良善道德的传递中持续巩固道德

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如在校创立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相关的社团、在社区组织道德文化

活动、在家庭形成具有文化蕴意的家规、家训、家

风，共同营造善态育德育才环境。另外，以共同价

值为纽带推动个体与道德共同体的共鸣，促进个

体道德的高质量发展。“让主体和世界能有更多

的机会产生和谐的共鸣，那么主体就有可能从世

界那里得到更多支持自我实现的条件。”�39学校、
家庭、社会等多元育人主体要形成将教育和人的

发展作为共同利益的价值遵循，引导和开发学生

的默会认知潜能，让学生与整体的社会道德文化

产生共鸣，并从道德共同体中汲取善态发展的道

德能量。
创造实践智慧，发挥道德共同体共在交往的

现代化效能。默会道德共同体生成实践智慧的过

程伴随智识理性和实践善性对知识活动的共同指

导，使现代社会充盈道德善性和多元主体性。对

此，道德共同体成员需要在默会知识观的介入下

优化沟通交往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实现良善道德

和理想信念的再生产循环，完善现代化的社会结

构。“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化特征，都同时是定

位在情境之中的行动者权宜性完成的活动的中介

和后果。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下，对行动实施反思

性监控，这是社会整合起到固着作用的主要特

征。”�40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实践不仅需要行动者主

体性的寓居，还强调反思性对行动者的约束作用。
道德共同体要善于利用默会知识观，在形成共同

体前提性认知的同时施以实践智慧引导。在立德

树人的育人场域中，道德共同体要充分利用家庭、
社区、社会实践园、网络实践平台等实践空间，

“全方位关注学生的主观感受、家长的教育期待、
社会的教育舆情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利益相关者

的立场，实现指导、督导、管理引导多管齐下。”�41

这要求共同体成员间的道德监督和内在的默会反

思，需要创新实践育人模式中的反思性设计，完善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立德树人实践的激励制度和监

督制度; 形成共同构建多主体协同共育机制，在相

互合作和监督的基础上实现家校合作、校企合作、
校政合作等现代化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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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High-quality Cultivation Path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acit Knowledge View

Chen Liang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which not only relies on the education model drawn by explicit
knowledge，but also should give play to the dynamic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concep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Tacit knowledg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ing the practice
path of moral cultivation The tacit knowledge concept explores the tacit dimension of knowledge and
confirms its applicability and logical mechanism in the field of moral education，which helps to cre-
ate a logic of the subject that focuses on the substantive freedom of human beings，shape a logic of
practice based on tacit interaction，and manifest a logic of value that takes moral community as the
goal． However，the dogmatic one-way teaching of explicit knowledge，the nurturing orientation of
test-taking instead of practice，and the meritocratic nurturing environment have become real obsta-
cles to the role of the tacit knowledge concept in the nurturing of the soul． Based on this，to recon-
ceptualize the high-quality cultiv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under the tacit knowledge concept，we
should create a tacit education model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knowledge，improve the devel-
opmental evaluation system that implements moral practice，and create an education ecology that is
full of practical wisdom of moral community．

Key words: tacit knowledge; concept of knowledge; moral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moral community; practic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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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based: Meta-community Gene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Xie Jing

Abstract: Communities are often mobilized as original resources for dealing with th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of modern society． Therefore，they inevitably decline or disappear when the risks are
removed． The intensity of their perception and their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mark a dramatic change
in the way communities are currently built． In this paper，this new form of community in the
extraordinary state is named meta-community，and through the re-theorized concept of scene，the
generation of meta-community under the new technology conditions is analyzed． To be specific，the
extraordinary community is generated through three kinds of scene-based mechanism: theater-like
space，sutured reality，and grid operation． As a form of meta-community， the extraordinary
community is a kind of“universal exception”that mirrors the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of public life．

Key words: scene; community; theater-like space; sutured reality; gri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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