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哲学小论文 哲学论文优选十(模板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哲学小论文篇一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流派，也是对中国社会、
中国人的价值观以及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思想体系。这
两者实际展现了人心灵的两个侧面。本文从几个侧面试阐述
道家和儒家的关系，主要是其思想差异。

道家；儒家；关系

它不遗余力的讽刺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其他一切人为的东西。
认为最高的境界是“自然”，呼吁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思维。
与之相对照的是，儒家强调个体要再社会体系之内合理发挥
自身的作用。

道家思想被很多自然地接受了，但是它对少数群体是一种威
胁和侵蚀。其中包括，儒者和一些因循守旧者是最坚定的反
对派。我们面对这些彼此争议的思想体系时，要再次提防和
具体历史相结合。中国的历史并不衍生于上帝的恩赐，而由
神缔造的历史只会在哲学和宗教上催生一个排他的真理。

儒家的社会心理取向是乐观的理性主义，道家的心理取向是
悲观的神秘主义，二者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恰相反，但又
相互关联。儒家和道家之共生，恰如中国文明的表与里，其
和谐远比对峙要重要。我们在理解儒道互补，以及后来儒释



道互补的关系时，切忌裹挟西方文化的狭隘性，将它们看成
是相互竞争的思想和彼此敌视的宗教。

道的含义相当宽泛，所以道家的形象也因此有些扑朔，道家
所指，也从哲学著作到宗教膜拜，涵盖甚广。

实际上，说道家是包括道家思想和道教两个层面的。尽管道
家哲学和道教都尊崇老子以及一些真实和被神化的人，共用
一些术语和经典，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大，不逊色与它们
与儒家思想的差异。

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真贱存在巨大的张力，但是二者大抵相
安于各自的生活和观点。道家哲学的最高理想是“顺乎自
然”，而道士的志趣和宏愿则是战胜自然、炼丹成仙。不过
二者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

当儒者们都批评道家时，他们是在撇清与道家中某一群体的
干系，这一群体对儒家和道家哲学都不以为然。这是被庸俗
化的道家，它们虽然能以道术、占卜和其它机巧讨人愉悦，
但是难逃名不副实、故弄玄虚的腹诽。

道家对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浪漫的、轻信的、
沮丧的、犹豫的都容易接受道家，对这些人而言，儒家思想
是无足取的。同事道教也是传统中国人日常宗教生活中最重
要的部分。不过后来儒教分享了道教的空间，改变了道教的
历史。

道家哲学在思想上和儒家有些根本的不同，先秦时候道家和
儒家的中坚力量对此了然于心，所以他们竭力澄清差别以彰
显彼此所信仰的真知。不过，由他们思想的具体内容看，儒
家和道家都有令人折服的中国文化特质，那就是二者都重直
觉而轻视公设，重启发而轻祥言，重譬喻而轻演绎。道家不
像儒家那样推崇人世的价值，但是对人生问题也贡献良多，
二者都分担着对世道的关注。除此之外，道家还重视对自然



的观察，他们比先秦儒家更热衷于对自然进行宇宙论的反思。
儒家和道家都认为互依互补的阴阳是一种和谐有机的互动，
并以此解释世界上的种种变化。但是道家不同于儒家的是，
它更关注自然，并把自然理想化。

道家思想的要旨就是“反者道之动”，对天地之间任何观察
到的事物，道家都以此解释，这和儒家更愿意析取人类心理
的原则不同。

儒家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他们和谐相处，而且，人就是儒家
价值的标尺，故而，我们可以称儒家为“人道主义”。而道
家认为人的理想生活是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必要时候可以离
群索居。道家价值的试金石是自然，而非人，所以我们可以
称道家为“自然主义”，且是一种极端的自然主义。但是成
道家为自然主义会让我们感到有些混乱：在西方，人道主义
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观念，自然和人
道是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人道主义和自然
主义却成了哲学上的两极。

在思想史上，思想总是在回应问题中得以明确。在西方，人
道主义源于对宗教权威的回应，非宗教的自然因为这种历史
和文化原因同人道主义连接起来。在中国，道家对自然的理
想化是因为对人类无力保证社会的 安定和秩序的悲观失望，
道家讲自然看做是对人世的抗拒。当然，中西方的自然主义
各有来由，其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联方式自无高下理乖之分。

道家诛伐君政朝廷，忧虑颈部和文明，警戒能攻技巧，视所
有标准、差等、名分为导致完满无缺之自然崩蚀退化的原因。

道家和儒家一样生于乱世，但是道家主旨是行于人世如履薄
冰，何不退隐山林。对于人世的否定，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
而儒家恰恰是另一种思维和应对人世和人事的方式，其强调
的恰恰是如何适应这个人世。



由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儒家和道家恰好是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
下产生的两种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是应对社会的两种恰好
有别的思维方式。

哲学小论文篇二

尊敬的各位评委教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音乐表演专业20xx级的学生xxx，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
《浅谈歌唱中的哲学理念》，指导教师是xxx讲师。

本文写作目的在于为歌唱供给理论支持，不断去认识和解决
歌唱中的问题，避免出现片面性、主观随意性及盲目性，进
而采用唯物辩证法去解决歌唱中各种疑难问题和矛盾，寻求
平衡，能够使各呼吸、发声、共鸣等器官处于良好自如的运
动状态，确保整体歌唱状态的协调与统一，使歌唱水平得以
进一步提高。

1、文献资料法：阅读有关音乐方面的文献与论文，参考前人
研究的情景；

2、归纳分析法：了解文献并对文献作总结与归纳和分析，然
后提出自我的看法；

4、综合寻找法：对自我所占有的材料广泛阅读，寻找出有研
究价值的论点；

5、交流讨论法：专业教师的指导和同学的讨论；

具体来说，我的论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气息和声音的哲学关系；



2、控制喉头“相对稳定”的哲学关系；

3、声音靠前靠后的哲学关系；

4、声音的集中与打开喉咙的关系；

5、情与声的哲学关系；

6、进取与放松的哲学关系；

1、如何处理气息和声音的哲学关系；

2、如何处理控制喉头“相对稳定”的哲学关系；

3、如何处理声音靠前靠后的哲学关系；

4、如何处理声音的集中与打开喉咙的关系；

5、如何处理情与声的哲学关系；

6、如何处理进取与放松的哲学关系；

经过本次论文写作，我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
少经验。可是，由于我本事有限，加之时间和精力也有限，
在许多资料表述上存在着不当之处，与教师的期望相差甚远，
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借此答辩机会，万分
恳切的期望各位教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本篇论文
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理解，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
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大学本科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在此，我要感激所有以往教
导过我的教师和关心过我的同学，他们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
了我很大的帮忙。本文能够顺利完成，要异常感激我的指导
教师xxx教师，感激各位系里的教师的关心和帮忙。



最终向所有关心和帮忙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激！

哲学小论文篇三

先秦时期虽然有百家争鸣，但实际上，世之显学，不过儒墨
道法四家而已。其他各家之言，要么在后世被融入这四家当
中，要么思维体系不够精深，难以成家立说，以传万代。

儒家在四家中生命力最强，几乎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思想
史。究其原因，大概得益于其优秀的传承体系，孔子提出有
教无类，以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传承不绝。儒家注重
教化，所以历朝历代，不管儒学是是否为当政要学，始终不
见其式微。儒学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它极强的
适应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儒生的治国理论都会有
新的发展变化，不断吸收别家的观点为己用。我们可以看到
宋代近似于法家理论的功利主义大方光彩，维新的政见，却
出于应该是守旧的儒生们手中，这些儒生还从儒家经典里找
寻变法的理论支点。使祖宗不足法，也变成了儒家的思想。

儒学本就循自周公之政，一直都是作为一种统治模式的传承
而存在，既治民维君，又从天命、道德的角度限制君权。但
不管“先王”周公对儒家创立的思想影响如何大，“万世师
表”、儒家“至圣”却是孔子。儒家的政治哲学也已孔子的
中心思想“仁”为立足点。

春秋时，人们把亲近尊长、爱众庶、忠君主皆称为仁。孔子
把春秋时期仁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仁学，从各个角度论述了
仁的本质、含义、致仁的方法。可总结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政
治，其要义在于修身先于政治，以美好的道德转化出有道的
政治。

墨家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墨子的“尚同”、“天志”和“明
鬼”。墨子主张人性本恶。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一样，以利害
为出发点，认为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出处事标准，为获



得利益，不惜作恶。因此需要统一百姓的行动标准，使个人
不极端最求人私利，而是达到社会全体的公利，也就是边沁
所说社会总功利的最大化的概念。

墨子提出的方法是选立一个贤者为天子，然后向下一级一级
选立不同的贤者帮助管理。然后以天子的标准为天下的标准，
自下而上，一级一级绝对服从。这样天下便可平治。

墨家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个组织，社团。墨家信
徒虽然在人数上能与儒家相提而论，但到秦时，其政治思想
传承大体灭绝。究其原因，不过两点：一、长于技艺，少理
论家。墨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过墨子一人而已。二、墨
家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阶层的利益。
墨家的学说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得不到官方支持。

道家的政治思想与儒家一样，是不满于现状的抗议。道家与
儒家构建的理想社会，也都是从古代社会的状态找寻依据。
不同的是，儒家遵从周公制礼作乐，主张积极有为，而道家
则描述了更久远之前的太古时期，从人类的最本源的自然状
态出发，提出政治上应当尊崇无为来达到与自然和谐一体的
快乐状态，即遵循老子所谓的“天道”。

道家的核心哲学观念也就是一个“道”字。何为道？是一个
相当抽象性的概念，概括来说道就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真理。
人们遵循道，就是遵循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是最好的存续方
式。君王治国便是任由民间自然发展，不过多的干涉人民生
活。如果说儒家的政治哲学是追寻“仁”以达到王道政治的
目的，那么，道家就是追寻“天道”以达到人类最自然合理
的存续状态。

法家的历史观与儒、道的“尚古”不同，法家强调“世异则
事异”，主张“事异则备变”即社会历史状态不同，则社会
治理方法也应该随之而变，不能循古守旧。值得一提的是，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多寡和人口



增长的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

法家对于人性的分析，近于墨家。法家认为人性无好恶之分，
只是好利。在韩非看来，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
既然如此，君主治理国家时，就不能用道德教化。统治者要
通过引导，使臣民对利的追求为统治者所用。用赏罚来规定
获利的秩序和方向。君主要控制利的获得，既要满足臣民对
利的追求，又要使臣民私利的获得与君主分不开，私利的获
得由君主控制，臣民就必须为君主效劳，从而强化了君主的
权力。韩非的君主中心论和非道德主义与马基雅维利的现实
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以萧公权先生的话作为结束：“平心而论，吾仁不得不
承认吾国先民曾发现不少超越时地之政治真理，不独暗合西
哲之言，且在今日仍有实际之意义。良以古今之世虽殊，而
人性大体若一。社会组织之方式与宗旨虽变，而维持社会生
活之基本条件未改。西人有谓柏拉图之《国家论》有现代之
意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历久而不可废者，荀子亦
谓“类不悖，虽久同理”。”

哲学小论文篇四

摘 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
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哲学的不断丰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同时，哲学的发展也制约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两者具
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与哲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对两者关系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

关键词：科学；哲学；辩证；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哲学呈现出分离的发展状态：哲学
家认为具体的科学家总是被限制在某项具体的技术研究范围
内，研究总是限于很小的领域内，而哲学则是统筹整个世界；
而具体的科学家则认为哲学家无所事事，一直局限于某种空



想的理论当中，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和价
值，而具体的某一项科学技术则能够直接的促进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这两种思想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无疑都是有害无益
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是密不可分
的，这对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一、哲学与科学分别什么

1、哲学是什么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
意思，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哲学即社会意识
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
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西方的哲学最早始于古希腊时期的自
然哲学，判断依据是其区别于迷信，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归纳
出自然界的道理。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
亚里士多德等进一步奠定了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出了形而上
学、知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一直沿用至今。

“哲”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哲”或“哲
人”是指善于思辨以及学问精深者。我国的哲学起源于东周
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还
有法家，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易经》一书中易经讨论了
诸多的哲学问题。1874年，日本的启蒙家西周最先在《百一
新论》中用汉子字“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后经康有为
等将这一译称带回国内，并逐渐通行。在十九实际末二十实
际初，“哲学”一词在我国书报杂志上频繁出现，逐渐取代
了过去的“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

2、科学是什么

“科学”英文翻译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
是“知识”、“学问”的意思。科学一词在我国古代汉语中



解释为“科举之学”。在明治时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首先用汉字“科学”来翻译“science”，之后由我国进步人士
康有为等带入国内，并且被广泛的运用。“science”主要是指
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
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发展
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科学总是在人们的“争议”中，
一次次地取得胜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越来越
多的人在总结和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1、科学与哲学的内涵不同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观察和体验的两种不同的方
式，它们所表示的是人的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哲学的基
本问题主要有：一、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为本源，主
要依据是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大部分的哲学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两阵营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各有不同。两个基本问题
也就构成了哲学的主要内涵。从古至今，人们对科学内涵的
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一书中这样写
道：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
统知识。同时也有人说科学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非知识本
身。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怎么
办”。这与哲学的内涵具有着较大的区别。

科学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即科学是线性运动，随着
时间的发展，现代科学必定超过古代的；而哲学则是钟摆式
的运动，它以一个中线为轴回来摆动，这个中线就是人的存
在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不存在现代优越于古代的问题，
现代人也不比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聪明，甚至现代人比他
们离那根中线更远。



2、科学与哲学的地位及作用不同

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科学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基础，
而哲学发展是科学进步的指导。哲学是统筹整个人类、甚至
整个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普遍理性体系构成了高层哲学体
系，哲学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具有指导作用，应用
范围广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在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
下进行的。哲学在指导科学发展的同时也逐渐的指导着人类
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著名
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
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
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获取知识
的认识与研究活动，是哲学发展进步的基础。科学的主要研
究对象是人和自然界，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最终为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具体的某一方面技术上的服务，因此科学
的使用范围与哲学相比要小的多。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加直观
的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为人类创
造丰富的物质财富。

3、 科学与哲学属性不同

科学始终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无论出于怎样的地域或时代背
景，它的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没有阶级性，它具有中立性
的特点。科学主张通过经验和理论的结合去探索客观世界各
种食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力量，
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以不断的追
求真理为目的，为全人类服务。而哲学的发展却有一定的时
代和地域烙印。哲学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西方
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我国从古至今的哲
学思想都以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主。另
外，哲学的发展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西方哲学的天



赋人权思想，主要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我国古
代著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需
要而产生。

三、科学与哲学的共性

作为理论的科学和哲学，都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
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三方面特征，都具有解释性、规范性、
批判性和理想性的四种基本功能。

科学与哲学在理论上都有三个基本内涵：1、两者都是由诸多
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组成的知识体系。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类
了解现实世界，又为人类提供了改变世界的理论。2、两者的
知识体系在构成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3、作为知
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
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科
学还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体现，两者的发展对于人类
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哲学小论文篇五

家中养了许多花，知名的，不知名的，红的，绿的，紫
的…….占满了小小的阳臺。不过都是些极易养活的品种，可
是即便这样，由于以前在离家较远的乡镇教书，住在学校，
就很少回家照顾它们，小家伙们营养不良，干瘪不堪，面黄
肌瘦，病怏怏一副副将死之状。去年九月，工作调动，得以
每日回家，闲暇之余我便会去照顾侍弄它们。小家伙们久旱
逢甘露，起死回生。生活也因为它们的叶长叶衰，花开花落，
变得多姿多彩，富有情趣。

变化惊人的数那几盆芦荟了。我很喜欢芦荟，喜欢它们那厚
实带着刺的叶子，四季常绿，即便是寒冬腊月亦能给人盎然
生机；我亦喜欢它们的性情，舒展自然，毫不矫情，生命力
极强，即便你不管不顾，它们依然坚挺，只是少了些许油光



与肥厚。其中有一盆元老级别的，是我家芦荟的始祖，所有
的芦荟都是它的后代，经过照料，今年比往年更加壮实肥绿
了，那粗厚的叶子就好像会溢出汁液来。

静下心来一算，不知不觉自己已守时一月有余，才等到了它
极美的花季。自己都为这份执着与坚守钦服。我是一个粗略
的人，有时不免性情急躁：常为学生的逆反叛逆而焦头烂额；
也会为学生的不求上进而懊恼不已，亦会为工作的止步不前
而忧心忡忡……？我们班有个叫李川的孩子。这个孩子脑瓜
不算笨，但学习习惯极差。书写极其缓慢，上课注意力不集
中，几乎天天都要在课堂上打瞌睡，家庭作业经常不完成。
导致他成绩不理想，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厌学情绪也越来越
严重。我决定对这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深入了解。

原来，他爸爸不务正业，沉迷，妈妈绝望地离家出走了。他
跟着生活极度没有规律的父亲生活，极度缺乏关爱，学业更
是无人问津。和他爸爸的几次交谈中，他爸爸的消极与负面
情绪令人沮丧，他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孩子是
否在做作业，作业完成没有，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他压根
儿不知道。与他爸爸的无效沟通，我想到了让其他家长配合，
共同改变这个孩子。于是，我提联系了孩子的奶奶，奶奶虽
然年迈，但很明事理。听完我的讲述奶奶急得不得了。决定
把孩子带回去她照顾，我也希望他奶奶能每天监督学生的学
习，照顾孩子的生活。有问题及时与我联系。就这样，这个
孩子的状况慢慢的有了好转，孩子明显进步了很多，有时候
我也会找机会表扬了这个孩子，也要引导其他孩子多与他交
流，包容他。

我发现这个孩子逐渐地树立了自信心，不管做什么事都很积
极，上课也专心了很多。我发现孩子书写速度缓慢是因为他
没有掌握汉字的书写顺序，同时他握笔的姿势也不正确。利
用课余时间，我手把手地教他握笔姿势、汉字的书写规律。
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虽然做作业的速度仍然很慢，
但比以前快了很多。于是，在班里对他进行大肆表扬，看着



他沾沾自喜的样子，我也很开心。同时，我给他奶奶发了一封
“捷报”。“捷报”的内容如下：“尊敬的李川家长，您的
孩子在书写速度方面进步很大，特发此捷报，以兹鼓励。孩
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鼓励，希望您能多赏识孩子！”这样的
次数多了，家长也确实看到孩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有了
很大的进步。自然也愿意花时间监督孩子的学习，照顾孩子
的生活了。学习也越来越有自信。

现在这段时间李川，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书写
速度提高很快，学习成绩自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家长也
积极地配合老师教育孩子。他正一步一步摆脱“差生”的阴
影，快乐健康地成长。

看到这个孩子，不就像我家的花儿一样吗？如若无人关爱守
护，便是自生自灭，杂草丛生。如若家校齐心，多加守护，
付与期许，静静地守候，他便能开出美丽花儿，惊艳世人。
然而，在这繁忙纷乱的城市，我们总是目视前方，行色匆匆，
奔赴在一个个目标之间，虽然前进不断，成就连连，心灵却
也多了许多尘世杂念，少了些许宁静与淡然。也许我们应该
适当地放慢脚步，抛却欲念，就如此时那刻，守着心中的那
份执着与痴爱，淡定地和一盆花，数着时令，静静地，等待
花期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