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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本质是对教育的根本认识,其一直是教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教育的内涵随着发展而

发展,故我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们目前还无法达成统一,

因为教育的内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本文主要从教育本质的基本概述、对教育本质的看法以及研

究教育本质的意义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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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本质的基本概述 

本质,就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

的根本属性,胡塞尔认为,本质是纯粹和

一般的现象,“纯粹的”意味着 初的、

直接给予的；“一般的”意味着非具体的、

摆脱了感性内容的。本质是现象中稳定

的、一般的、变中不变的东西,也就是所

谓诸变体间不变的“常项”。由此可知,

本质就是稳定且不变的。 

古今中外对“教育”的定义也层出

不穷,我国《说文解字》中对教育的描述

被教育界所熟知：“教,上所施,下所效

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是一种活动,

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双方活动,也就

是所谓的“上”与“下”的互动,“施”

就是教育内容的传递,“效”是受教育者

主观意识下的获取教育内容；育,是这一

活动所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要使人向善。

所以我认为,《说文解字》中对教育的定

义可以涵盖目前学界对学校教育的定

义。西方对教育的定义也有很多,我 喜

欢的是卢梭在《爱弥儿》中关于教育的

说法：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

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部

都要教育赐予我们。这一观点体现出了

教育的终身性,并且从学校教育的框架

中挣脱出来,他所认为的教育不仅仅是

学校教育,受教育者从出生便开始了教

育。以上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对教育社会作用的忽略,他们

将重点放在了教育与人的关系上。 

刘庆昌老师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各

种可变的现象被抽离掉之后所剩余的教

育存在,此种是不变的且可拆分的基本

结构。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想象,

它的本质不同于自然中存在的事物,教

育本质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处于不

同教育立场的人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也不

尽相同。不同的人对教育中“不可拆分

的基本结构”的认知不同,其所指向的教

育实践也就不尽相同,例如,从社会本位

论的观点来看,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

养人,则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就会依据

其所理解的教育本质进行改变。社会处

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人的认知也处于

发展之中,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发展,故教育本质这一问题从出现教育

活动开始从未被定性。 

2 不同层面的教育本质研究 

教育本质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

面进行概括。教育从微观层面上来说,

教育的本质可以说是通过影响个体的身

心发展来培养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的实

践活动；从宏观层面上看,教育本质就是

将人类所积淀的知识文化有策略的、有

选择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传递下去

的实践活动。 

这两个层面体现了教育界中永恒讨

论的一个问题：教育的个人本位论与社

会本位论。教育目的指向教育本质,胡德

海先生认为,在认识教育本质的过程中,

人们运用抽象思维的能力将丰富的感性

材料进行理性加工,提取有关的教育属

性与规律,使主体能够从周围现象的内

部联系上取把握教育,所以我们可以认

为,不同主体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决定了

其对教育目的及功能的看法,并将其付

诸实践。 

教育的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就

是对教育本质的不同认识的产物,也就

是说,教育目的中的个人本位论与社会

本位论的划分,主要是对不同学者在教

育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价值选

择和思想倾向所作的抽象概括,但是在

现实中,纯粹和绝对的两个派别的理论

是不存在的,譬如卢梭这样一位众所周

知的个人本位论者,其著作《爱弥儿》中

也闪烁着公民教育的光芒,我们往往将

教育家们复杂且丰富的思想简单粗暴地

归为某一派别。所以从根本来说,我们没

有必要把教育对人和社会的作用完全割

裂来开,我们应该使两者达到某一种统

一,所以回到教育本质的宏观与微观层

面的问题,教育不应该被简单分割为宏

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不应该简单从对社

会及对人的作用这两个方面进行分裂的

表述。 

对教育本质的这两种表述在我看来

是把教育扩大化与缩小化了,教育作为

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对社会发展起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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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教育是一

种双方的教与学的活动而将其置于社会

层面下,不利于具体的教育的发展；而在

另一方面,我们目前所研究的教育更倾

向于狭义教育,也就是学校教育,这使得

教育被局限在学校中,而事实上,教育对

人的影响不仅仅存在于学校中,所谓的

教育者也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所谓的

教育内容也不仅仅是考试内容,所以,胡

德海先生认为,教育现象客观、永恒地存

在于人们一切具有传、帮、带意义的社

会活动之中。 

我们只有正确认识教育,才能正确

认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内涵与外延的

界定是我们正确认识教育本质的前提。 

3 研究教育本质的意义 

首先,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是教育

理论的自觉禅悟。随着教育理论的不断

发展,有关教育的方方面面都成为了教

育学者们的研究对象,而对教育本质的

研究是其 基础并经久不衰的研究内

容。在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众

多学说,这些理论都从不同方面来阐释

教育本质,但这些学说从不同的侧面阐

释清楚教育的本质,在某一方面来说,使

得稳定不变的、固定的教育本质变得更

加模糊,给教育本质披上了薄纱。当前的

教育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

以对教育本质的探索一直不曾停下。尽

管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提出一个所有人

都认可的关于教育本质的理论,但这一

持续不断的争论将会使我们更加接近教

育本质的真正内涵。 

另外,教育本质是反思教育实践的

理论基础。教育实践来源于教育理论,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的原

则之一,教育本质理论指导教育实践,实

践发挥理论价值,尽管目前教学科研成

果的转化率不够高,但这种现象正在逐

渐改变。对教育本质问题的突破性认识

可以使得学界激起理论与实践的热潮,

符合实际的教育本质将影响教育目标的

制定,推动教育实践的改革。 

4 我认同的教育本质观点 

教育是一种善意的干预,这是刘庆

昌老师所提出观点,其完整的表达是：

教育是教育者为成全受教育者而对他

们实施的干预,这是我 认同的一种观

点。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

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培养人”透露

出了我们上文所提到的个人本位论,上

文还提到了教育的社会本位论,两者分

别指向人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国家的利

益和社会的发展。刘庆昌老师则认为,

无论“培养”还是“塑造”,又或者是

其他对人或社会的影响,其实质都是

“干预”,无论教育思考者的“干预”

是为了个人还是社会,在 高的层级上

都出自“善意”。刘老师的这一说法实

际上模糊了教育在人与社会之间的争

执,是对以往的教育本质研究的桎梏的

打破。教育并不是一种可以划分界限的

社会存在,我们不能将教育简单定义为

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工具,也不能将它片

面认为是对个人的救赎。 

“善意的干预”,简单的几个字是否

可以概括甚至超越以往所提出的关于教

育本质的观点呢？“善意”,是一种期待,

是成全他人的一种行为,而这一“善意”

是否真正对受教育者有积极性,这不是

由教育者所决定的,而应该是由国家或

者社会所认可的,国家或社会所认可的

也必定是个人或家庭所认可的,所以“善

意”可以使教育达成个人与社会的期望

的统一。“干预”一词包罗万象,是教育

者对受教育者的所施加的一种行为,它

将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从静 上升为动 ,

刘老师认为：其中的善意,指代任何时空

中、任何品种的善意,而其中的善意也指

代任何时空中、任何品种的干预。 

从刘老师的观点来看,想要对教育

本质进行 深刻的认识,就需要尽 大

可能用 具有概括性的词对其进行界定,

对教育进行高度抽象化的描述,我们目

前所熟知的对教育本质的认识都无法摆

脱任何偏见,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

彻底挣脱出来,但是人本身就是有立场

的,我们在生产生活中所获得的直接经

验和间接经验都给我们打上了烙印,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要想彻底摆脱自身所具有的观念对

教育进行 本质的规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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