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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 

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的核心诉求 

□周家荣  [昆明医学院  昆明  650031] 

 

[摘  要]  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只有在某些特殊领域或情况下，才可能近似地视为线性。

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非线性的，但由于自然科学的数理性和实验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

自然科学知识学习中要过多地依赖线性思维。基于此，当前在很多理工科高校中形成了以线性思维

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囿于线性思维的局限，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

盾愈来愈加剧，这严重制约着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的发展。因此，实现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的

转变，是当前理工科高校提升素质教育效果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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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是人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性的

认识形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将影响着思维者认知事

物的态度、过程和结果。教育行为和过程是在一定

思维方式引导下的教师的知识传授与学生的知识接

受过程。大学生是一个不同于中学生的特殊群体，

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大学生思维认知中原先来自于

老师那里的“灌输”思维理念基本上已经被彻底地

“颠覆”，随之而来的是对新事物、新知识甚至是新

思维方式的思考与选择。其中，由于教师与学生之

间在主体性的内容选择与兴趣上的不一致，往往导

致了教育效果的低下。所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

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的教育理念与教师的

教育方式，而思维方式又是影响高校的教育理念与

教师的教育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 

从总体上来说，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分为线性

思维（linear thinking）和非线性思维（non-linear 

thinking），这两种思维方式主导着人认知世界的整

个过程。由于认知对象的特殊性和个体思维习惯的

多样性，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对同一个

思维对象的不同思维方式。在某一时候、某一对象

上，人的思维方式以线性为主导，而在另外一些对

象上，非线性思维则占优势。线性思维方式是指，

在人的思维对象的因果关系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

间是一种单向的因果链，自变量增加或减少则机械

地导致因变量成比例的增加或减少。如果把这种自

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表示在直角坐标系

中，函数图像就是一条直线（也可以是非交叉的曲

线），因此，这种思维方式就叫线性思维方式，亦叫

直线思维方式或一维思维方式。 

线性思维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思维方向沿

着一定的线型或类线型的轨迹寻求问题的解决方

案。线性思维方式在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首先

被选择采用，其原因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简化对

问题的处理。但如果把这种思维方式带到复杂的科

学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势必会带来诸多问题，甚至

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二是线性思维方式往往

会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分解成多个目标，并且对

这些目标平均用力。很显然，线性思维方式忽视了

认识事物的“重点论”原则，它是以对个体目标的

累加取代对整体目标的实现。 

线性思维方式渗透到教育教学中，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传统的“灌输”方式取代师生之间的多向度

沟通。线性思维是点式思维的延伸，“具有这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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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善于按照单一的线性程式去认识对象”[1]。

如果线性思维能够在不同位置上的点与点之间来回

运动的话，那么其教育效果也是可观的。但事实并

非如此，线性思维注重因果逻辑的推断，属于前一

个原因的结果一定要是下一个原因的开始，否则思

维的秩序就会被打乱，这是线性思维的人所不愿意

看到的结果。在线性思维下的教育过程中，往往只

存在着教师对学生的知识灌输，知识的学习也是被

动的。米德把文化传播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后象征

文化、互象征文化、前象征文化。所谓后象征

（post-figurative）文化是指“未来重复过去”，晚辈

主要向前辈学习；互象征（con-figurative）文化是指

“现在是未来的指导”，晚辈和前辈的学习都发生在

同辈之间；前象征（pre-figurative）文化是指长辈反

过来向晚辈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2]。显而易见，

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是非常不利于教育教学的，它割

裂了教育者同受教育者之间的知识互动。二是过分

强调因果关系，而忽视知识体系的构建。线性思维

者把影响事物发展的直接因素作为其研究问题的着

力点，对研究对象以及影响研究对象以外的因素、

环境置之不理。这种思维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注意

力，锁定目标，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预期目标。

但是线性思维却忽视了世界的复杂性与系统性，把

要素看成是孤立的个体，这往往使得线性思维所达

成的目标具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换言之，线性思

维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三是

强调以教师为教学“内核”，而忽视对学生主体性的

启发。随着教育主体论的理论演变，受教育者的主

体地位越来越凸现出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前象征文化所要表达的意涵[3]。在线性思维所主导

下的教育是很难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究

其缘由，就是线性思维不主张多层次、复杂的行为

与考量方式。四是过多强调知识的接受，但不关注

知识的创新和举一反三。囿于接受知识的单一性，

线性思维不能够获得充足的辅助知识作为创新的支

撑，因而在知识创新上缺乏足够的能力和灵感。 

在当代，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深入到物质的超

微结构、宇宙起源、生命之迷、思维奥秘以及信息

本质等极为复杂的尖端问题。这促使人们从追求简

单性转向探究复杂性，从而建立了非线性科学[4]。

在思维的集合中线性思维的补集就是非线性思维。

基于三个方面原因，非线性思维成为人类一种越来

越强的思维。一是人类涉足的领域的扩大，要求思

维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真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博弈对

垒或工程计算那种精确答案，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要

远远超过以线性思维为主导的计算机世界。二是自

然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在现代科学已经突破自然界

的范围、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社会实践领域的今天，

倡导非线性思维，以非线性思维来解决自然、社会

领域中的问题已经成为必要。曲炜在《从线性思维

到非线性思维——评<新自然观>》一文中就指出，

新自然观将自然观的研究纳入到社会实践领域，把

新自然观与现代认识论、价值论有机统一起来，为解

决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新的理论框架[4]。

三是自然科学也是有价值蕴意的。爱因斯坦曾说过：

“科学技术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

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

是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

也能用来杀人。”[5]的确，自然科学不仅是推动社会

发展的有力工具，也是衡量社会价值的一个标尺。

非线性思维的可贵之处就是它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来展开对整个社会大系统的

研究。对于非线性思维融入到教育教学中所能产生

的良好效应，无须赘述，只要看看线性思维对教育

教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清楚明白了。 

二、线性思维与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的关系 

自然科学因其学科体系的成熟性、理论框架的

完备性、知识内容的深奥性、实验操作的严谨性以

及因果联系的逻辑性等因素使得它在科学研究领域

中占有绝对的重要地位。基于自然科学学科的特殊

性，理工科高校的教育也呈现出与一般综合性大学

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思维模式。 

首先，线性思维的教育模式成为理工科高校主

导的教育模式。由于自然科学的特点，才使得很多

人坚信自然科学是以准确无误的数据和数理逻辑验

算来体现它的权威，这种思维就是典型的线性思维。

不可否认，线性思维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从数理逻辑方面来看，线性思维为

自然科学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奠定了最基本的思维条

件，而线性思维所要求的因果联系，更为自然科学

的逐本求源的研究精神开辟了新的空间、提供了不

竭的动力。所以，我们不能够片面地否定线性思维

对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的作用，更不能以社会科学

的思维方式来衡量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的成就。其

实，早期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更何尝不是建立在线

性思维基础上的呢？没有基于数学理论基础上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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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维，使得我们中国人在科技发展中远远落后于

欧美，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甚至有人现在还认

为，中国人缺乏数学思维。许倬云就认为中国人缺

乏数学思维，一个明显的明证就是中国的数学发展

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

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

数学有很大的差异[6]。不难想像，中国人由于缺乏

线性思维而带来的苦衷是多么地大。所以，把以线

性思维为主导的教育模式渗透到理工科高校的素质

教育中，成为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的主导模式，是

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不仅是自然科学学科的本质需

要决定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其次，线性思维的教育模式对理工科高校素质

教育发展的制约。如果只看到线性思维对理工科高

校素质教育的意义，而看不到其负面影响，那就大

错特错了。一是因为线性思维为主导往往忽视理工

科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虽然，很多理工科高校都

在强调重视人文素质教育，但仔细看看，人文素质

教育在其中真正所能负载的空间又有多少呢？更有

甚者，线性思维者往往会担心因人文素质教育教学

时间的增多而消减专业素质教育的效果。二是因为

线性思维往往会形成自然科学至上的教育模式。理

工科高校往往是专业型的大学，其办学理念是造就

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专业素质教育的好坏将会深深

影响到理工科高校的知名度和口碑。所以，理工科

高校往往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专业的博士点的多

少、实验室的层次等作为其发展的主打项目，而对

人文社会科学往往则是抱着“自由发展”的态度。三

是线性思维为主导往往忽视对教育政策与过程的灵

活性。在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囿于线性思维对复

合型问题的缺乏应付能力，往往会造成对教育政策

理解的相对保守或缺乏弹性。四是线性思维为主导

往往会导致对社会问题的漠视。从事自然科学的学

习或研究的人往往都有一点线性思维情结，在他们

内心深处自然而然会产生对自然科学的崇拜，这样就

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的关注。 

最后，非线性思维的教育模式成为理工科高校

推进素质教育的最强音。在线性思维日益丧失其优

势、在非线性思维日益影响人类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以非线性思维来理工科素质教育模式的呼声已经成

为当今理工科高校教育中的最强音，一是由于非线

性思维开阔了人文素质教育的空间。非线性思维强

调社会的系统性，强调每一个要素都会对其他要素

产生影响。所以，在科学研究领域中，非线性思维

自然不会排斥人文社会科学（当然也不会否定自然

科学的重要性）。在非线性思维的视域中，自然科学

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机融合才是两者交融共进的基

础。二是由于非线性思维丰富了人文素质教育的内

容。非线性思维强调人的价值、情感、意志、心理、

生命等非数字可以准确表达的内容，这对激发学生

的兴趣、提高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知程度、帮助他

们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和道德素养都有重要的作

用。同时，这些非数字可以表达的内容，在特定的

时候可以引导学生走出生活的困境，坚定学习的信

心与生活的勇气。三是非线性思维可以开阔学生的

视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非线性思维要求学生不

仅仅把对问题的探知局限在其专业学科领域，而是

要把思维投向更远、更广阔的地方。四是非线性思

维调动了学生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积极性，丰富了教

育的社会化属性。非线性思维更多地是把人文社会

科学纳入到其视野的一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在对

社会问题的关注方面，它不仅把线性思维的特质和

分析方法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把社会

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渗透到自然科学中。所以，非线

性思维不仅提供给学生两大思维方式，而且也给学

生提供了两种不同理念的科学研究和学习方法，即

规范性方法和实证性方法。 

三、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如何实现从线性

思维到非线性思维的转变 

当线性思维日益在当代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中

丧失其优势的时候，实现从线性思维向非线性思维

的转变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我们绝对不能以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线性思维，毕

竟理工科专业学习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这种思

维方式的。要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不仅需要环境

和政策空间支撑，还需要思维转换的实践载体。如

果没有实践载体，思维的转换只能成为一句“口惠

而实不至”的空话。在理工科高校教育环境中，要

实现思维方式从线性转到非线性的转变，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其一，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空间。在大部

分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与研究往往显

得“底气不足”、“精力不足”。发展理工科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的空间，就要从解决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开

始。当前，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发展中制

约性的因素主要有：一是专业学科的重要性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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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领导的足够重视，因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与科

研的资金非常匮乏，这在根本上影响了从事人文社

会科学教育与研究的教师的积极性。二是由于人文

社会科学教育效果的滞后性往往影响着学校领导与

教师的信心，这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很难成为理工科

高校中强势的学科门类。三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根本上无法扩大理工科高校的知名度与社会效

应，这往往使得人文社会科学逐渐失去其在社会中

的认可度。要扩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空间，首先

必须在观念上树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

要的理念，不仅领导要有这个意识，自然科学学科

专业的教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的教师也都应

该具有这种意识。其次，必须在政策上保证人文社

会科学在理工科高校中与其他学科具有相同的地位

与待遇，包括教学资源、社会福利、科研经费、人

事管理等方面的对等。最后，积极寻求人文社会科

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研究的空间，积极发展理工科高

校的通识教育。 

其二，造就学术碰撞的氛围。转换思维方式，

必须营造“百花齐放”的学术争鸣氛围。大学的本

质在于精神自由，理工科高校当然也不例外。所以，

理工科高校要倡导学术自由，鼓励与发展人文社会

科学，鼓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

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正确评价人文社

会科学的社会价值。同时，在素质教育中展开人文

与科学的对话，支持不同于科学思维的思想存在，

鼓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术辩论与讨

论。这样，学生才能在人文与科学两个不同领域中

寻找到不同的精神理念，塑造完美的自我。当然，

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并不完全要局限在课堂讲授

中，可以把学校的人文氛围、学习环境、学术环境

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最终突破单一的、以课堂教

育为主导的线性思维教育，实现向非线性思维教育

的转变。 

其三，转换领导管理方式。线性思维主导的管

理模式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一是管理方式的单一化，

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二是管理思维的片面性，忽视

社会系统对自然科学的影响，较多地关注自然科学

系统内的事情；三是管理制度的滞后性，不能很好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将这种管理模式带到素

质教育中，很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学生素质发展

的问题。首先，管理模式必然影响到大学教育的发

展模式和理念。其次，管理思维的片面性影响到素

质教育中，往往会使得很多教师，甚至很多学生，

都会认为在理工科高校，除了理工科专业有价值外，

其他的学科与专业都是价值不大的，甚至是没有价

值的。最后，管理制度的滞后性反映到素质教育中，

不仅表现为高校素质教育政策不能及时反映社会发

展的需要，还表现为素质教育的实施不能很好地适

应大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要。特别是在当今自然科

学研究日益社会化的背景下，单纯地希望只有通过

理工科专业的教育就能够提高大学生素质的想法，

是非常不切实际。所以，转换理工科高校的以线性

思维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实现以非线性思维为主导

的管理制度，是理工科高校能够推进素质教育发展

重大举措。一是把以线性思维为主导的管理模式纳

入到学校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与研究中，把以非线

性思维为主导的管理模式纳入到学校的宏观管理与

决策之中，实现以线性思维为辅助，以非线性思维

的主导的多层次统一的管理模式，实现非线性思维

对线性思维的指导与约束作用。二是在素质教育管

理过程中，要真正凸现非线性思维的主导作用，不

能以表面的非线性思维来掩盖实质上的线性思维。

理工科高校是以理工科专业为主导的高校，以理工

科专业发展为主导战略，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关

键的一点就是，如何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找到一个很

好的平衡点。三是以非线性思维为主导的管理模式

要贯穿于素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中，如果只是将这

种管理模式放在在课堂教学中，其结果必将是事倍

功半。 

其四，实践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的

本质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为原则来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如果以思维

方式来评价以人为本的思想，毋庸置疑，以人为本

是以非线性思维为主导而凝聚成的思想。高等教育

要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不仅是因为以人为

本是建立在非线性思维基础上的，也是基于以人为

本是高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

重要理念与措施。马克思强调，真正的人的发展只

能是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这一部分或

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

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7]。当代大学

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对不同个体的专业知识的教育以

及与专业相关的知识的教育，来逐渐实现大学生各

种素质的提高，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赋予的

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内涵，即任何人的职责、使命、

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包括思

维的能力[7]、成员全面发挥各方面才能的能力[8]；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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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9]。理工科

高校如何实践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一个决定其

能否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问题。基于此，理工

科高校不妨从构建非线性思维为出发点，来寻找答

案。首先，真正认识到人文教育是理工科高校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能把大学生素质教育的

落后状态归结于人文教育的失败。其次，构建以培

养学生素质为中心目标的教育模式，把人文教育与

专业教育作为这个中心目标的“两个基本点”。最后，

构建人文教师与专业教师对等的教育平台，发挥两

者的各自优势。 

总之，理工科高校素质教育可以形象地比喻成：

一条主线上的若干个关节点所组成的系统教育。没

有主线（人文教育），关节点（专业教育）就是一盘

散沙；没有关节点（专业教育），主线（人文教育）

就会失去“光芒”。所以，理工科高校要推进素质教

育，主线不能没有，“珍珠”也不可或缺，能真正领

悟到这一点，其实这就是非线性思维在理工科高校

教育中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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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inear Thinking to Non-linear Thinking is a Core Demand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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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ure of world is nonlinear. Only in certain areas o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world may be 

regarded as linear approximatel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 are also non-linear thinking, but the 

mathematical and experimental nature of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 decides in certain degre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be learning too much reliance on linear thinking in the study of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t is the reason that man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had formed linear 

thinking-oriented education model. Limited to linear thinking, there have been aggravate conflicts betwee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today’s quality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These conflicts restricted seriously effect promo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e change from linear thinking to nonlinear thinking is a key to improve quality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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