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求

 知 导 刊

 -

观点·GUANDIAN

-
 求

 知 导 刊

 -

观点GUANDIAN·

求
知
导
刊 076 求

知
导
刊077

本刊特稿
BENKANTEGAO

本刊特稿
BENKANTEGAO

影响 , 也反过来影响别人 , 在努力实现

自我完善过程中积极地影响和改造周围

环境。[3]

学前儿童社会化强调的是儿童社

会性发展的一个过程，而社会性则是社

会化过程中某个时间点儿童这一方面发

展的状态。从以上内容中我们还可以看

出国外的学者更加注重对过程的研究而

国内的学者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对存在状

态的研究。

二、父亲对学前儿童社会
性发展的影响

影响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因素

主要来自三大方面 : 家庭、幼儿园和同

伴关系。其中，在家庭方面，父亲在对

学前儿童的教育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

色。父亲对学前儿童依恋关系的建立，性

别角色的认同，社会交往技能的形成影

响非常大。

1. 父亲对学前儿童依恋关系建立

的影响

亲子依恋关系在儿童的社会性发

展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父亲良

好依恋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学前儿童更

自信、更独立、更主动、更自如的与同

伴进行交往活动。相对于没有与父亲建

立良好亲子依恋关系的儿童，其行为表

现得更加的积极。所以，要想学前儿童

社会性得到更好的发展，要注意建立起

儿童与父亲良好的依恋关系。 

2. 父亲对学前儿童性别角色认同

的影响

性别角色是指一定文化背景下的

社会对不同性别成员所要求的态度和行

为的总和。[4]

父亲对孩子角色行为有很大的期

待，在儿童做出不同的性别角色行为

时，父亲会严厉的加以阻止或者赞扬，儿

童会在这种纠正与强化中形成自己相应

的性别角色认同。[5] 在与学前儿童的交

往中，父亲可以为男性儿童提供榜样的

作用，使其在与父亲的交往中同化这种

性别意识；同时父亲还可以为女性儿童

提供性别角色对比，使个体在对比中潜

移默化的形成各自的性别角色认同。

3. 父亲对学前儿童社会交往技能

形成的影响

社会交往技能是儿童社会性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交往技能是指在

一定的社会交往的情境中 , 个体运用已

有的社会知识和经验 , 通过观察、模仿

而形成的能带来最大社会适应效能的活

动方式。[6]

父亲在与儿童的游戏活动中可以

有效地提高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首

先，父亲本身在活动中表现的活跃、自

信、主动和积极，这种态度在无形中影

响了儿童的交往态度；其次，在与儿童

的游戏中父亲会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儿

童，对儿童的指导也多采用正面的态

度，这给儿童更多的亲身参与体验的机

会，在游戏的过程中，儿童也更容易体

会到别人的感受，适时的调整自己的交

往策略，并且在游戏中也学会如何影响

别人的行为，使自己成为交往的中心，这

样的过程无疑会提高儿童的社会交往能

力。[7]

三、父亲提高学前儿童社
会性发展的建议

父亲参与教养是影响儿童发展的

重要过程变量，并表现在质和量两个方

面 [8]。将这两个方面作为突破口，再加

上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很好地扩大父

亲对孩子社会性的影响。

1. 增加与学前儿童相处的时间

父亲与孩子相处时间的长短深刻

地影响着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长时间与

父亲生活在一起，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地

会更好，经常与父亲在一起做游戏还有

助于孩子更好地与同伴相处。与父亲相

处更多的孩子，人际关系更融洽，父亲

与孩子相处时开展的游戏活动，有助于

促进儿童积极健康的交往态度，提升

其社会交往能力。[9] 因此，在日常生活

中，父亲要增加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2. 提高与学前儿童交往的质量

父亲与儿童交往的质量对儿童社

会性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父亲较

少的温暖或支持与儿童更多的问题行为

相关，而更多的温暖或支持则负向预测

儿童的问题行为。[10] 父亲在与儿童相

处时，要让儿童体会到温暖与被爱。在

与儿童的交往中，父亲要多给予孩子鼓

励和支持，尽量少用负面的评价，确保

与儿童交往的质量。

3. 配合母亲一起促进幼儿发展

父亲要向母亲学习与孩子相处的

方法。用幼儿容易接受的方式与其交

往，幼儿就会表现得比较愉悦，父亲看

到幼儿的这种反馈，自然就会更愿意与

幼儿做游戏和交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其次，父亲要与母亲一起维

持良好的家庭氛围，夫妻双方在育儿的

态度上要尽量保持一致，这样父母对孩

子的影响可以被更好地同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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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兰克福学派对
实证主义的批判 

张 炜 

客观性思想的反对。哈贝

马斯突出兴趣在人类认识活

动中的作用其实是在彰显人的

主体性，是对实证主义试图以把

现实中的现象即经验事实作为社会

科学的唯一研究对象的反对。

哈贝马斯认为以孔德和马赫为代

表的实证主义是对认识论的终结，认识

论被知识论所代替。因为认识论的前提

是认识的前提和认识的意义这两个基本

问题，实证主义拿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

量，否认了这两个基本问题意义和价值。

消除认识的前提和认识的意义，是否定

认识论中价值的因素，去除人们思维中

的反思性维度。批判性的丧失使认识论

变成了操作性的知识论。实证主义在方

法论上接受 19 世纪以来科学的方法，反

对与黑格尔相关的辩证法，在马尔库塞

看来，“‘否定的力量’是支配概念发

展的原则；而矛盾则是理性的重要性

质”[4]。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
主义导致的“技术理性”的
批判

实证主义在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

上的看法，进而可以推导出“技术理

性”（技术合理性）主张。在法兰克福

学派看来“技术理性”是“主要用来表

征那种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类的所有理

性活动被技术标准所规范和引导的倾

向”[5]；简单来说就是采用定量化的研

究方法，造成主体与实在的分离，这种

方法去掉了主体的作用。马尔库塞在反

对这种“技术理性”时指出“不管作为

观察、审美、测量和计算中心的主体的

作用多么重要，该主体都不能作为伦理、

审美或政治行为者来发挥科学作用” [6]。

在资本主义早期，技术是人类实现

自身解放的工具，而在发达工业社会，技

术则把人工具化了，技术由人对自然的

一种统治方式演变成了统治人自身的一

种方式。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使无

产阶级成为“被管理社会”的“保守大

众”，无产阶级已经丧失革命的意志。

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

的主题“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倒退为

神话”[7] 相似，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也

成为了神话。只不过是技术理性带来的

这种统治的方式更具有隐蔽性。

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实
证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取向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对 实 证 主 义 泛 滥

所导致的社会影响也进行了深入的批

判。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上，产生的重要社会影响是它对资本主

义现存秩序的维护。实证主义内在隐藏

着肯定式思维方式使其在研究方法和研

究结论上缺少侧重于对现存秩序的解释

缺少批判和反思。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流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可能

仅仅满足于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而要在

批判和反思中去改造现实世界。实证主

义对资本主义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否定了

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否定资本

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对 实 证 主 义 的 批

判，从实证主义的研究原则到其对个人

和社会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法兰克福

学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即

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

对“经验至上”原则的批判是对实证主

义内在包含的逻辑的解构，是从实证主

义内部来批判其不合理性，对“技术理

性”的批判则是要突出实证主义对个人

的束缚，最终通过维护形而上学在哲学

研究中的地位来保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批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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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证主义是一种强调经验分析、

主张科学至上的近代思维范式。显然，

这是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解放的理论

宗旨完全背离的。法兰克福学派在继承

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立

足现实资本主义批判，对实证主义思维

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价值中立论、经

验至上主义原则、以“技术理性”维护

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都成为法兰克

福学派学者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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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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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
主义“经验至上”原则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反实证主义“经验

至上”的原则。他们主张经验是不能完

全独立于理论而存在的，是应该被否定

和超越的。霍克海默指出“它（经验）

受到包含描述它的那些语句的整个知识

体系的调节，尽管这一知识体系所涉及

的实在独立于意识之外”[1]。经验不具

有实证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绝对的客观真

实性。在马尔库塞看来“经验是隐藏在

某种东西的帘幕前发生的某种东西的显

相，那么，幕后的就是我们自己”[2] 这

个幕后的主体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经

验正是通过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呈现给人

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认识的基础是兴

趣，“一般说，兴趣即乐趣，我们把乐

趣同某对象的存在或者行为的存在的表

象相联系。兴趣的目标是生存或定在，因

为它表达着我们感兴趣的对象同我们实

现愿望能力的关系”[3]。由此可见，哈

贝马斯认为认识是与人们的兴趣密不可

分的，兴趣是认识的基础。他的这种观

点显然是对实证主义关于消除主观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