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对于隐性知识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遥 但是在目前的教学中却存在
着一种过度显性化的趋势袁即不论什么知识不分场合和对象都盲目地显性化遥 隐性知识的过
度显性化存在一些弊端袁如忽视了学生个体的独特性尧助长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和增加了学生
对教师的依赖性等遥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袁在知识的数量和类型上坚持适度原则尧在知识的获得
途径上做到理论与情境相结合和在教学观上秉承野不愤不启袁不悱不发冶遥
关键词 隐性知识曰 显性知识曰 弊端曰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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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是教育界一个永恒的话题 早在 世纪中期 英国社

会学家斯宾塞 就提出了一个经典问题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一致

的答案就是科学 世纪后期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 对斯

宾塞发起了挑战和批判 并提出了进一步地追问 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从斯

宾塞到阿普尔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关于知识价值问题的不断思考 无论

是大众化的还是个人化的知识 有价值就意味着知识的有用性 无论是隐性知

识还是显性知识 对于一个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首次提出隐性知识

显性化至今 隐性知识如何实现显性化的问题依然是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本文立足这一背景 主要探讨隐性知识显性化过程中出现的过度问题表现及

其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一尧隐性知识过度显性化的表现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概念在一开始是并不存在的 由于对知识研究的深

入 人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两类知识 一类知识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和传

递给他人 即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另一类知识却能够用语言 文字 图像清晰地

表达和传递 那么如何区分这两种知识呢 在 年 英国著名的化学家 物理

学家和思想家波兰尼 在 人的研究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区分这两种

知识的概念 人类有两种知识 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 数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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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表述的 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 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 例如我

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 如果我们将前一种知识成为显性知识 那么我们

就可以将后一种知识称为隐性知识 咱1暂这是关于隐性知识 亦可称为默会知识

缄默知识 和显性知识 也可称作明晰知识 显在知识 定义最早的表述 明确二

者的定义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反思当今对待隐性知识的态度和教

学方法 笔者认为存在着隐性知识过度显性化的问题

渊一冤认识论上的误区院一切知识皆可教
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 大多数的研究者和教师都认为一切知识皆可教 当

然 这其中也包括隐性知识的教授 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

增加人类知识的数量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总是想千

方设百计把隐性知识显性化 在自然知识 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等知识领域都

存在着把隐性知识过度显性化的问题 教师在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时候 对隐性

知识显性化并没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而是想当然地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并

且也从未告诉学生哪些知识是隐性知识以及为什么要显性化 学生也就理所当

然地认为自己在学校学习的就是现成的知识 不存在显性和隐性知识的区别

然而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一切知识皆可教 中的 知识 的适用范围

这里所说的 可教的知识 是指存在于实际生活和书本中的大量显性知识以及

一部分被显性化了的隐性知识 但是若要实现所有的隐性知识 皆可教 的愿

望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可能实现 舒尔曼 曾说

过 教师会放弃所有学生会学到所有知识的梦想 咱2暂因为即使是隐性知识 根

据其能够被意识和表达的程度也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克莱蒙特

在实验的基础上将缄默知识分为 无意识的知识

能够意识到但不能通过语言表达的知识

以及 能够意识到且能够通过语言表达的知识
咱3暂因此 从克莱蒙特对隐性知识划分的不同层次上来看 只

有第三种隐性知识能够通过显性化的方式加以传递 教师要想实现第一和第二

种隐性知识 皆可教 的宏愿 也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 梦想

随后 维特根斯坦 根据隐性知识的强弱程度不同 对隐性知

识做出了更加明确的区分 他的研究进路的重大贡献是区分了强的默会知识

与弱的默会知识概念 前者是指原则上不能充分地用语言加以表达的知识 是

一种特殊的知识 反映了识知者的知识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逻

辑鸿沟 后者是指事实上未用语言表达 但并非原则上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知识

如格式塔式默会知识 认知局域主义论 咱4暂所以 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可以

得知 教师不考虑隐性知识的类型 企图通过课堂语言教学的方式实现隐性知

识的显性化不仅在认识论上走入了误区 而且在实践中也会遭遇 滑铁卢

综上所述 在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中 教师对于隐性知识层次性的认识

显然是缺乏的 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一切知识皆可教且显性化了的隐性知识都

应该被学生掌握 虽然 笔者也不否认有些隐性知识可以通过显性化的方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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