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总第２６７期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Ｓｕｍ　Ｎｏ．２６７

教育：合人性地展开
———论人学视野中的教育理想

高　鹏，杨兆山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１
　　［基金项目］教育部２０１３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１３ＪＪＤ８８００３）。
　　［作者简介］高鹏（１９８５－），男，山西太原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杨兆山（１９６３－），男，黑龙江甘南人，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人性系统并不是人的本质与四重维度的简单叠加，而是一 种“动 力 性 平 衡”。在 这 一 系 统 中，作 为 整 个 系 统 支 撑 点 的 人 的 本 质

（即马克思所说“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相对稳定的，它是四重维度相统一的那个“一”，决定并代表着整个系统的性质，将人性与动物
性明确地区分开来；而在四重维度内部，无论是自在与自为、共性与个性，还是真善美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微观上分别构成了四
对相互统一的矛盾体，又拓展着人的本质。

　　［摘　要］教育是以“培养人”为主旨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教育理想还是理想的教育都以受教育者

完满人性的生成为终极关怀。完满人性是人性系统全面、均衡发展的结果，而人性 化 教 育 作 为 教 育 理 想 的

应然表征，必须在对个体的积极引导中不断拓展和深化人性的不同纬度，并使之 得 到 总 体 性 的 生 成。为 了

实现“合人性”的教育理想，我们应自觉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推动教育实践在 理 念、过 程、关 系 方 面 的 人

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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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理想的达成依存于理想教育的建构，而

理想教 育 的 建 构，又 依 存 于 现 存 教 育 实 践 的 完

善。为达成理想的教育和实现教育的理想，我们

应树立坚定而合理的教育立场：人是教育的目的

和出发点，教育要以完满人性的生成为宗旨。

一、完满人性：教育理想的人学旨归

人类可以有多种教育理想，亦可借此建构起

多种理想的教育模式，但对人性的发展与完善却

总是构成了教育理想和理想教育“自觉的和无条

件的前提”。教 育 与 人 的 发 展 具 有 内 在 的 同 构

性。一方面，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人的

活动，教育在 人 的 成 长、发 展 过 程 中 起 着 主 导 性

作用，是 实 现“人 之 为 人”的 重 要 手 段。另 一 方

面，人又先验地构成了教育实践活动的前提与主

旨。教育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它

从产生之日起即寄托着人类发展自己、完善自己

的美好 愿 望，承 载 着 对 人 性 的 塑 造 和 弘 扬 的 任

务。以“培 养 人”为 永 恒 主 题 的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必

然需要遵循人性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脉络，以促进

完满人性的生成。
所谓完满人性，并不是人性系统之外的某种

独立存在，而是 包 括“自 在”与“自 为”、“共 性”与

“个性”、“历时 性”与“共 时 性”、真 善 美 等 几 个 维

度在内的人性全面而 自 由 的 发 展，是 人 性 系 统①

发展的较高水平。在此之中，人性系统的各个方

面、各个构成 要 素 都 得 到 了 拓 展 和 提 升，并 不 断

向外辐散。需要指出的是，个体的人性发展总是

在某一具体历史背景中的相对完满，同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进程一样，人性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

过程，不存在已经处于完结、顶峰状态的所谓“完

满”人性。

（一）“自在”与“自为”的统一

“人之生，气 之 聚 也，聚 则 为 生，散 则 为 死”。
以自然为 核 心 的“自 在”之 性 是 任 何 历 史 时 期 人

类社会发 展 的 首 要 前 提。无 论 人 类 社 会 多 么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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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的理性 多 么 强 大，人 终 究 还 是 自 然 的 创 生

之物。
但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

是自为地 存 在 着 的 存 在 物”［１］，人 总 是 在 积 极 主

动地改造自然，实现自己的“自为”之性。“自为”
不同于“自在”，它是一种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

为核心的人性构成，代表着人对自然的驾驭与超

越，依靠这 种 以 实 践 为 核 心 的“自 为 性”，人 类 的

活动范围才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生存世界”，而不

断地向“人为”和“为人”的“生活世界”拓展。
人的“自 在 性”与“自 为 性”并 不 是 一 种 悖 论

式的存在：人性的“自在”是“自为”存在的物质基

础，没有“自 在”的 生 命 本 体，人 的 能 动 意 识 就 无

从谈起，人 的“自 为”能 力 也 就 无 从 施 展；人 性 的

“自为”是“自 在”得 以 发 展 的 实 践 性 基 础，没 有

“自为”的创造生成，人类社会的进步便会无以为

继。人性的“自 在”与“自 为”形 成 了 一 种 相 互 规

定、相互支撑的关系，前者以后者为追求目标，后

者以前者为实体依托。
（二）“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人性首先是人的普遍意义的类本性，即人所

共有的“人之为人”的属性，这是同人以外的所有

动物比较而言的。就人类自身而言，人（人性）既

具有共同的属性，也具有差别性。人性这种矛盾

的存在方式，源自它所蕴涵的“共性”与“个性”的

对立统一。所谓人性的共性方面，是指不同个体

间所共同拥有的普遍属性，它是从一个较为抽象

的层面上来描述人性，这一视角下的人性具有概

括性、抽象性 和 综 合 性 的 特 点，它 并 未 指 称 某 一

个体的具体人性，而是整个人类族群所拥有高度

抽象的“类人性”。所谓人性的个性方面，是指在

“类人性”的基础上，个体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

动，形成的比 较 稳 固 而 持 久 的 独 特 人 性，这 一 视

角下 的 人 性 具 有 历 史 性、具 体 性 与 分 散 性 的

特点。
共性与 个 性 是 相 互 统 一 的。人 类“共 性”源

自对具体实践活动中主体“个性”的抽象与综合。
没有单 个 人 的 个 性，就 不 会 产 生 人 类 群 体 的 共

性，个性 是 共 性 存 在 的 前 提 和 基 础。同 时，个 性

也不能离开族群的共性单独存在。
（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人是一 种 历 史 性 的 存 在 物，他“作 为 人 类 历

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

果”［２］。每一代人的活动，诸如生产什么，怎 么 生

产等，都是基 于 一 定 的 历 史 前 提，他 们 都 不 能 脱

离先代留下的物质、文化财富而随心所欲地生存

发展。当然，人性的“历时性”不仅仅体现为人对

历史的受动性一面，个体总是在社会的已有发展

水平基础上，通 过 主 观 能 动 性 的 发 挥，有 意 识 地

去加深“自然的人化”过程，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

时，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人性。
人还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物，每一时代的

人（人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
也体现在 同 时 代 的 横 向 维 度 上。人 性 的 形 成 与

发展，除了先 天 的 自 然 禀 赋 外，最 终 要 取 决 于 社

会既定的社会关系性质以及文化等的发展水平。
每一代人都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在

他们的身上，虽 然 会 带 有 不 同 国 家、不 同 地 区 间

的特殊性，但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相同的时代特

征，而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必然会丰富他们人性的

内涵。
“历时性”与“共 时 性”也 是 一 对 辩 证 统 一 的

矛盾体。人性首先是“共时性”的，然后才能转化

为“历时 性”，而 先 验“历 时 性”的 形 成，恰 恰 由 于

我们经验着的“共时性”的逐代积淀。
（四）真善美的统一

真善美是 完 满 人 性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真”源自于个体对客观存在的正确认识，代

表着认识 对 象 与 思 维 间 的 相 互 关 系，“真 存 在 于

思考者的心灵与他思考的对象的关系之中，当我

们的思想与我们思考的对象存在着一致关系时，
我们的思考 即 为 真”［３］。因 此，“真”不 单 是 客 观

的合规律性，而是一种“我”与“它（或他）”之间的

相互关系，人的主观价值评判同样“在场”。
“善”表 明 了 人 对 自 身、人 对 他 人、人 对 人 类

的尊重和认 可，代 表 着 主 体 对 幸 福 生 活 的 追 求，
是价值与 目 的 的 统 一。“善”同“真”一 样 也 存 在

于关系之中，但不同的是“真”所反映的是主客体

间的关系，而“善”所 反 映 的 则 是 主 体 与 主 体，亦

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美是实 践 活 动 中 所 实 现 的‘人 的 尺 度’与

‘物的 尺 度’、‘合 目 的 性’与‘合 规 律 性’的 统

一”［４］。“美”之 所 以 产 生，是 因 为 人 在 面 对 客 体

时，往往会将 自 我 的 主 观 价 值 评 判 赋 予 其 中，使

客体获得“为我”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对人身心需

要的满足正是“美”的来源与根基。
人性 中 的 真 善 美 是 相 互 统 一 在 一 起 的。

“真”不仅代表着主客观的相互一致性，也代表着

主体行为 或 思 想 与 整 个 人 类 发 展 方 向 的 相 互 一

致性，即合规 律 性 与 合 目 的 性、科 学 性 与 人 文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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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统 一。不 存 在 脱 离“善”与“美”的“真”，
“真”是“善”与“美”的前提和基础。“善”作为“人

之为 人”的 价 值 和 意 义，引 领 着 人 性 中“真”与

“美”的 生 成。“美”的 事 物，也 必 然 是 合“真”的，
它们在带给人美感同时，又会促进人“善”性的发

展，“美”是“真”与“善”的表现方式和发展途径。
完满人性不是人性发展的终极结果，它是一

个动态的不断丰富地生成过程。纵向看，在人类

社会的不同 时 期，人 性 的 发 展 程 度 是 不 同 的，人

性总是随 着 人 类 社 会 的 进 步 得 以 不 断 丰 富 和 完

善。横向来 看，同 一 历 史 时 期 不 同 国 家、不 同 民

族、不同 文 化 背 景 中 完 满 人 性 的 内 涵 或 标 准 不

同，人 性 总 是 具 体 的，与 个 体 所 处 的 经 济、政 治、
文化等环境相一致，是一种基于个体实然条件基

础上所形成的发展的可能性。总之，完满人性不

是“预存 的 在”，而 是“可 能 的 在”，是 一 个 渐 变 与

生成的过程。

二、人性化教育：教育理想的应然表征

作为教育理想的特殊样态，人性化教育是以

完满人性 的 生 成 为 旨 归 的 理 想 教 育 模 式。人 性

化教育理想的实现，必须以教育对完满人性四个

维度的自觉尊重和充分展开为前提和方法。
（一）寻求适应后的超越

人类的实 践 活 动，按 其 对 象 可 归 为 两 类：一

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二是改造主观世界

的实践活动。在第一种活动中，人通过实践活动

将客观世界深深地打上“属人”的烙印，并将自然

界和人类 社 会 改 造 得 更 加 符 合 人 类 生 存 发 展 的

需要；在第二 种 活 动 中，人 则 把 自 己 在 生 产 实 践

中获得的经 验 进 行 分 类、重 组 和 升 华，发 掘 经 验

背后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指导人们开展生产性实

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的产生与发展，正是以人

类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为基础，其目的在于通过

对人知 识、技 能、道 德、情 感 等 方 面 的 丰 盈，培 养

出兼具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生命个体，使受教育者

不仅“活着”，而且逐渐做到“有意义的活着”。
教育以寻求人对客观世界的适应为出发点。

任何人 类 历 史 的 前 提 都 必 然 是 依 存 于“种 的 繁

衍”而活着 的 自 然 人，人 需 要 在 对 客 观 世 界 的 适

应与变革中完成个体生命以及种族生命的延续。
因此，为了推动个人形成保全和发展自己生命的

能力，教育必 须 首 先 顺 应 人 的 自 在 本 性，帮 助 受

教育者于 其 中 习 得 日 后 从 事 生 产 实 践 活 动 所 必

备的知 识 技 能，使 他 们 能 够 更 好 地 利 用 自 然 世

界，适应社会生活。
教育以 寻 求 人 对 客 观 世 界 的 超 越 为 归 宿。

与动物有别，人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对外在环境的

简单适应，也 不 是 类 本 能 的 自 然 自 发 成 长，而 是

需要通过教 育 这 一 有 目 的、有 计 划 的 实 践 活 动，
引导受教育 者 认 识 规 律、利 用 规 律，进 而 在 改 造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同时，构建起自己崇高的人

生意境。
（二）培养共性中的个性

教育是“个 体 社 会 化”和“社 会 个 体 化”相 统

一、相融合的过程。所谓“个体社会化”是指通过

教育的培养 训 练，全 面 提 升 受 教 育 者 的 素 养，帮

助个体逐渐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适应社会生

活，承担社会责任，并最终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
教育的“社会个体化”则是在共性基础上，通

过教育活动的引导推动，帮助个体不断深化某一

人性维度，逐 渐 培 养 出 特 有 的 兴 趣 和 能 力，最 终

形成区别 于 其 他 生 命 体 的 个 体 化 人 性 系 统 的 过

程，其实 质 是 在 为 受 教 育 者 的 个 性 生 成 提 供 条

件，它使个体在共性之上拓展出独一无二的人性

特征，从而使 我 们 的 生 命 更 加 丰 富 多 彩，社 会 更

加复杂多样。
教育的“个 体 社 会 化”和“社 会 个 体 化”并 不

是个体彼此分离的发展进程，而是整个教育过程

的两个不 同 侧 面。“个 体 社 会 化”是 针 对 宏 观 的

教育目标、教 育 方 针 政 策 来 说 的，而“社 会 个 体

化”是针 对 微 观 的 个 人 自 由 发 展 来 说 的。“个 体

社会化”是“社 会 个 体 化”的 基 础 和 前 提，教 育 的

首要目标就是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个性只有

在共性中 才 有 可 能 实 现；“社 会 个 体 化”则 是“个

体社会化”的 深 入 发 展 和 价 值 取 向，教 育 所 要 培

养的不是无 差 异 的、平 庸 的 人 性，而 是 富 有 个 人

感情色彩和主观体验的个性化人性，共性只有通

过个性才能得以体现和发展。
（三）架起继承与发展的桥梁

教育是以培养“新人”为己任的事业，而每一

时代的“新人”，必然是历史的继承者和未来的缔

造者，这就要求个体在教育过程中不仅要习得人

类不断 积 淀 的“历 时 性”，还 要 拓 展 承 载 希 望 的

“共时性”。教育首先是继承性的，它可以使受教

育者无须重走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历史进程，在

短时间内将人类千百年来汇总的生产、生活经验

内化到个人的认知结构中去，从而为从事实践活

动做好认知上的准备。教育又是开创性的，教育

的基本任 务 之 一 就 是 在 已 有 人 类 认 知 成 果 的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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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创新知 识 经 验、完 善 知 识 体 系，从 而 借 助 历

史的阶梯推动社会的不断前进。在这一意义上，
教育就像一座架在历史与未来间的桥梁，将人性

的纵向继承与横向发展沟通起来，使个体了解过

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完满人性的生成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影响，也

不可能完 全 受 限 于 历 史 的 制 约。教 育 活 动 需 要

在历史与未来间寻找到一个可能的平衡点，而这

个平衡点恰恰在于现实生活中人性发展的需要，
无论是教育 目 的 的 确 立，还 是 教 育 内 容 的 选 择，
都应将受教育者的人性需要作为基点，不仅要架

起人 性 与 历 史 的 联 系，也 要 铺 好 人 性 前 进 的

道路。
（四）建构真善美的人生意境

教育对人 性 之“真”的 培 养 应 依 照 行 为 之 真

和理念之 真 展 开。行 为 之 真 指 向 科 学 的 处 事 方

式，即受教育 者 通 过 对 课 程 内 容 的 学 习，了 解 并

掌握主要的科学规律和基本科学方法，从而在今

后的实践 活 动 中 将 它 们 自 觉 地 运 用 其 中。理 念

之真指向求 实 的 价 值 观 念，即 受 教 育 者 在 认 知、
求知的过程中逐渐“求真”、“较真”、“爱真”，产生

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
教育对“善”的培养，体现在它对人性“个体之

善”与“群体之善”的促成。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便

是通过对受教育者的教化，帮助他们形成崇高的人

格与信念，并引导个体对人生意义的不断探求。此

外，受教育者在“个体之善”的养成过程中，也会将

外部的行为价值规范内化，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道

德观念，形成体现人类共同利益的“群体之善”，以
便更好地处理我与他、他与他之间的关系。

教育要培 养 人 求 真，要 激 励 人 向 善，也 要 引

领人崇美。美育的内容必然由现实之美，创造之

美，超越 之 美 的 培 养 构 成。首 先，教 育 需 要 通 过

对自然美、生活美、社会美的展示，将人性中“美”
的潜能 拓 展、深 化 为 一 定 的 审 美 观 念 与 审 美 能

力，进 而 使 学 生 热 爱 美、欣 赏 美，实 现“现 实 之

美”。其次，美育还要培养学生创造美、表现美的

能力，帮助他 们 将 自 我 对 美 的 不 同 感 受、不 同 体

会表现出 来，并 形 成“创 造 之 美”。再 次，教 育 应

力求提高“人性美”的层次，引导受教育者去提升

自己的人生 趣 味 和 思 想 境 界，发 现 崇 高 的“超 越

之美”。

三、以人为本：教育理想的实然路径①

为了使教育合人性地展开，我们应将对受教

者人性的 尊 重 和 弘 扬 作 为 教 育 改 革 发 展 的 基 本

目标，确保教育理念、教育过程、教育关系能够更

加契合人性发展的需要。

（一）教育理念的人性化：“人是目的”
“人是目 的”指 向 于 功 利 化 教 育 思 维 方 式 的

消解。首先，它要求教育者改变“成才”的教育目

的观，不再过 分 突 出 教 育 为 政 治、经 济 服 务 的 社

会职能，植根于“育人为先”的立场，秉持“成人为

体”，“成才为用”的教育目的观，以学生的身心和

谐发展作为学校工作的第一要义。

其次，它要求教育者改变“单纯灌输”的教育

过程观，不再把学生看作可以随意改造的消极存

在，转而从 建 构“主 体”的 视 角 出 发，培 养 学 生 参

与社会实践活动所必需的主体能力和主体意识，
“尊重每个学生，关爱每个学生，平等地对待每个

学生”。“在 教 育 教 学 过 程 中 既 要 尊 重 学 生 的 兴

趣和爱好，尊 重 学 生 的 选 择，也 要 适 当 引 导 和 培

养学生的选择能力，最终使学生在面对学习时做

到兴 趣 与 责 任 并 重、个 人 需 要 与 社 会 需 要 统

一”［５］。

再次，它要求教育者改变“唯知识训练为重”

的教育质量观，转而注重学生的和谐全面充分发

展：所谓和谐，是 指 学 生 人 性 中 的 每 一 方 面 都 能

够得到提升；所谓全面，是指在教育中，要发展学

生各方面的能力，使学生在人性的真善美等各个

方面都获得 一 般 的 发 展；所 谓 充 分，是 指 通 过 教

育的引导，使人性的每一方面都要尽可能深入地

发展，而不是浅尝辄止，在全面的同时实现深刻。

（二）教育过程的人性化：“人对人的活动”
“人对人 的 活 动”意 在 强 调 教 育 过 程 中 学 生

主体意识的自觉建构。首先，它需要教育者改变

施教过程的“同质化”倾向，转而从学生的个性差

异出发，顺应 学 生 的 心 智 发 展 水 平，发 掘 学 生 的

潜能和专长，引导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

其次，它需要教育者注重教育过程对学生创

造性培养：一 方 面，教 师 应 摆 脱“一 言 堂”的 授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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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认为，“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的“以个人为本”。不存在脱离社会的个人，也不存在脱离个人的社会，现实生活

中的每个人，都是各种因素互相博弈的结果。笔者并不赞成一味强调“个人”的人道主义观念，也不赞成把人作为一种寻求利益的工具，

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科学的人道主义观，即促进每一个社会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要以个人幸福为

目的，个人幸福要以国家进步为保障。



方式，为学生 创 设 一 个 自 由、轻 松 的 教 育 教 学 氛

围，使 他 们 获 得 更 多 自 主 发 展 的 空 间。另 一 方

面，教师应注重对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的激

发，对学生的新观点、新思想给予鼓励和支持，帮

助学生 将 所 学 的 知 识 应 用 于 生 活 实 践，力 求 在

“知行合一”中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再次，它 需 要 教 育 者 改 变 教 育 评 价 中“唯 分

是举”的教育评价倾向，改变重知识习得，轻全面

发展的评价体系，使评价维度尽可能覆盖学生发

展的各个层面，着力对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做出

综合评价。
（三）教育关系的人性化：“交往”与“关切”
“交往”意在平等合作与沟通，教育活动也是

一种师生 间 的 交 往 活 动。教 育 需 要 教 师 和 学 生

平等 地 展 开 交 流，互 相 接 纳，互 相 包 容，互 相

促进。
“关切”意 在 实 现 师 生 间 爱 的 传 达 与 共 鸣。

教育过 程 是 知、情、意、行 的 统 一 体，教 师 对 学 生

既要“尽心”，努 力 去 关 注 每 一 名 学 生 的 成 长，又

要“耐心”，多 站 在 学 生 的 角 度 上 思 考 问 题，在 推

动学生进步的同时构建起良好师生关系。
完满人性的生成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

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带有终极指向性的人

生理想和 价 值 信 念。但 崇 高 并 不 意 味 着 完 满 人

性的虚无缥缈和遥不可及，正如康德曾指出的那

样，“对一 种 教 育 理 论 加 以 筹 划 是 一 种 庄 严 的 理

想，即使我们 尚 无 法 马 上 将 其 实 现，也 无 损 于 它

的崇高”［６］。我 们 可 以 抱 定 现 实 的 人 生 态 度，但

却不能不树立理想，我们可以身陷功利的人生桎

梏，但却不能 不 向 往 自 由，对 完 满 人 性 的 促 成 在

任何时候都应成为教育工作者神圣的教育理想。
教育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必然要受到

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难免会产生教育中的

人性异化现象，由于社会关系的不完善性以及教

育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的存在，教育的人性异

化问题具 有 一 定 的 历 史 必 然 性。教 育 人 性 化 的

最终实现，是 社 会 和 教 育 共 同 相 互 促 进 的 结 果，
社会要尊重教育的发展规律，为完满人性的生成

缔造良好氛 围，教 育 要 考 虑 政 治 和 经 济 的 需 要，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正是在这种复杂

利益关系 的 博 弈 中 我 们 才 有 可 能 实 现 教 育 真 正

合人性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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