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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性存在。它 每 时 每 刻 都 伴 随 学 生 生

命的整体 成 长 而 发 展 变 化，像 任 何 生 命

体一样，有 自 身 成 长 的 先 天 基 础，有 萌

芽、成形、发展、完 满 的 过 程，有 自 身 发 展

的多样性、丰富性、变化性、自组织性。

主题立场，实践取向

教育对待人性 问 题，不 能 从 人 之 外、

之上的某种实体 或 法 则 中 去 寻 找 人 性 生

成的根据，并 据 此 而 认 为 教 育 运 作 的 基

本逻辑就在于通 过 施 加 种 种 外 部 的 影 响

而使人服从于 这 些 实 体 及 法 则。而 是 要

在人自身每日每 时 的 主 题 实 践 活 动 中 揭

示出人性 之 发 展 与 生 成 的 根 据，引 导 学

生在改变、完善自我生命的实践活动中，

自我感受、自我体验和自我确证，不断发

展、完 善 自 身 的 人 性，逐 步 成 长 为 大 写

的人。

生成立场，过程取向

在教育 学 视 野 中，人 性 绝 不 是 现 成

性存在，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有待发掘、引

导、发展、完善的 生 成 性 存 在。教 育 学 把

人性“看做是一 个 流 动 的 过 程，而 不 是 一

成不变 的 抽 象 物”，视“人 性 的 历 史 是 一

条奔流不 息 的 江 河，而 不 是 一 块 坚 硬 不

化的顽石；人 性 是 人 类 潜 能 的 无 限 发 展

的 趋 势，而 非 若 干 固 定 特 征 的 简 单 汇

集”。

———摘自《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教

育科学版（沪），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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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教育发展的 过 程 乃 是 自 然 目 的

论在经验 论 的 关 照 下 不 断 消 逝 的 过 程，

自然成为 认 识 的 客 体 与 改 造 的 对 象，儿

童自身也在这种 客 体 化 的 过 程 中 逐 渐 作

为对象化的存 在。民 主 与 科 学 作 为 现 代

教育的基 本 主 题，整 合 起 来 就 是 用 科 学

的方法 与 态 度 来 达 成 民 主 的 生 活 方 式。

如果说民主代表 着 现 代 教 育 的 目 的 论 的

要旨，那 么 科 学 则 代 表 着 现 代 教 育 的 方

法论之灵魂。

我们应该切实 地 看 到 现 代 教 育 面 临

的困境：自 然 目 的 论 的 消 解 意 味 着 教 育

的目的论 基 础 的 消 解，教 育 越 来 越 多 地

被还原成 纯 粹 的 事 实：经 验 主 义 对 理 性

主义的取 代，直 接 削 弱 了 教 育 中 的 价 值

理念，导致工具 理 性 对 价 值 理 性 的 僭 越；

以大众化为基本 特 征 的 现 代 教 育 的 平 等

诉求 对 古 典 自 由 教 育 的 卓 越 理 念 的 扯

平；教育 的 个 体 生 存 适 应 的 满 足 压 倒 对

理性卓越 的 追 求，人 文 理 想 在 生 活 中 的

闲暇位置 与 人 文 教 育 本 身 的 边 缘 化；从

古典自由教育以 心 灵 作 为 教 育 的 根 本 性

场域到现代教育 以 经 验 世 界 为 基 本 的 场

域，个体知识获 得 过 程 中 经 验 主 义 上 升，

科学教育 在 教 育 中 占 据 主 导 性 地 位，客

观上削弱了人文 教 育 所 注 重 的 阅 读 与 沉

思在现代教育 中 的 重 要 性。更 为 基 本 的

是，在人们凭借 科 学 而 无 所 不 能、以 单 一

的工具理 性 征 服 自 然 与 社 会 的 同 时，反

过来也越来越多 地 为 自 己 的 欲 望 和 创 造

物所奴役。

不管是倡导启 发，还 是 主 张 灌 输，现

代教育家们总是 或 多 或 少 传 达 出 教 育 万

能的信念，这 正 是 现 代 教 育 背 离 人 的 自

然本性而表现为 对 人 的 塑 造 的 实 质 的 集

中表达。

———摘自《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教

育科学版（沪），２０１０．４．２０～２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