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内
涵是什么

一本书读懂30部教育学经典  4校  正文.indd   1 2024/1/15   11:37:26



2 一本书读懂30部教育学经典

01
《什么是教育》：
关于教育本质的哲思

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比肩，被誉为“二十世纪两大重要思想家”。雅斯贝斯的《什么是教育》

是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也是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本书出版于 1977 年，

并于 1991 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中译版本。其与雅斯贝斯

另一重要著作《大学的观念》（1946 年出版）共同阐释了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对当今教育的观念有着深远影响。尤其是《什么是教育》一书，至今仍然不断

被人们研讨，每个有志从事教育事业之人或身负家庭教育重任的为人父母者都

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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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雅斯贝斯最初以精神病理学家的身份开始其学术生涯，受聘于

德国海德堡大学，担任心理学专业教授；1922 年转入哲学专业并

以此为终生志业。1937 年，由于德国纳粹的反犹政策，而雅斯贝

斯的妻子是犹太人，他被迫离校，且严禁出版著述；1945 年雅斯

贝斯夫妇差点儿被关进集中营。雅斯贝斯身体与精神遭受纳粹分子

双重折磨的同时，目睹人们在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中遭受苦难，

这迫使他思考：为何经过理性主义启蒙后的西方社会仍会陷入反

复的战争危机？理性和科学似乎并未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反而

为人类社会制造了更深的苦难。可以说，二战后有良知的知识分

子皆开始对西方现代社会危机根源进行思考，并提出各种理论。

雅斯贝斯认为，西方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三种因素：一是“现

代人”，来自希腊哲学智慧的启蒙和犹太先知教义的洗礼；二是

科学的理性主义；三是进步的意识，即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完

善的。在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社会在近代崛起并获成功。

其中，建立在科学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技术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物质财富。人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人口数量大增。医疗技术

的进步又征服了能够导致人类灭绝的诸多疾病，延长着人类寿命。

置身现代社会的人们逐步进入安逸的阶段，于是开始迷信“技术

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并不加节制地发展科技。同时，信息传播

技术（报纸、广播、电报等）又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超时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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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依赖广告和新闻媒体获得对世界的认识。于是在政治

上，人们迷信“民主则是通过大多数的统治而走向所有人的自由

的正确道路”。然而，先后两次世界大战如同两记重拳，打破了

人们建构的美丽童话，导致人类自身百孔千疮，一时难以自愈，

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剧。雅斯贝斯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

就隐藏在这两大“迷信”之中。具体来说，人们运用现代科学思

维制造各种模式化的社会规范制度，人在遵从这些制度的同时沦

为工具。举例来说，人类开创流水线型生产工厂和管理规范，极

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同时，工人成了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拧螺丝这一单调工作。人不再是人，只是流水

线上的工具，这就是“人的异化”。而同时，看起来民主的大众

文化又制造了“技术性的群众秩序”。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盲目

遵从大众传媒的高声呐喊，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沦为容易被

洗脑的“庸众”，助纣为虐而不自知。

最突出的表现是，现代社会的教育通常被科学主义影响，指

向知识传递，仅将教育视为知识传递的手段，以培养“科学技术

接班人”为宗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不再追问“人是什么”“人

该如何完美地生活”等有关生命价值的问题。教育的目标变成培

养“人力资源”，而不再关心人的灵魂。学校越来越多，学生越

来越多，整个社会的教育似乎是越来越卓越。但雅斯贝斯指出，

这种卓越，只是“失去灵魂的卓越”。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人们精

神日渐迷茫，人生价值日渐虚无，直至丧失爱与创造的能力。想

想二战期间，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却沦为纳粹的帮凶。

这些掌握人类顶尖科技，本该造福人类的精英，竟会认可纳粹的

种族思想，在屠杀人类的残酷战争中丧失人性、助纣为虐。因此，

也就不难理解教育理念也“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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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脉络：教育是现代社会的救赎之道

雅斯贝斯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里，民族与个人精神价值的

日益失落、爱与创造力的日渐衰退，导致了人类文化与精神的危

机。能解救这种危机的，只能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让人重返生

命之本真，摆脱现代性危机。教育最终指向的是复兴民族与时代

精神的救赎。

教育如何实现社会救赎呢？首先得厘清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雅斯贝斯认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

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青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

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

交给年青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简单

地说，教育的本质是对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知识的堆集。要清

晰地理解这点，我们可以从现实社会中的不同教育形式来辨别。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社会大概有三种教育形式：经院式、师

徒式和苏格拉底式。经院式教育中，教师照本宣科，毫无创新精神，

教学仅仅限于传授知识。教师往往采用听写和讲解的方式教授教

材中固定的内容；学生到学校去只是学习固定的知识。师徒式教

育的特色是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对教师绝对服从，学生和教

师的关系具有从属性质。这种教育形式满足了人类不愿为自己负

责而愿意依附别人的需要，或者是甘心归属一个群体去实现个人

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在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处于平

等的地位，既没有固定的教学方式，也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教

师的作用是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唤醒学生的潜力，促

使学生主动学习，因而这种教育也被称作“催产式教育”。师生

之间只有善意的辩论关系，没有屈从依赖关系。苏格拉底从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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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现成的答案，而让学生自己通过探索去下结论。在这种教育

中，师生共同寻求真理，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围绕真理对话并

被真理所指引。师生平等地自由思索，教师的职责是唤醒学生沉

睡的潜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力量，反对外部对学生施加压力。教

师是学生追求真理的领路人，因此学生对教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

教师以深邃的思想打开学生的眼界。在教育中，师生获得极度精

神享受，远离现实纷扰进入澄明之境。

雅斯贝斯认为，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是

对人的灵魂的教育。如果一个人真正体会了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他的基本思维方式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当今社会的不合理

现象，是无法通过政治行为来消除的。每一种社会的改善归根到

底取决于每个人的改善。而教师的职责正是唤醒人潜在的本质，

使人们能够逐渐自我教育、探索道德。一个真正的人，同时也会

是一个正直的公民。一个民族的将来如何，在于父母教育、学校

教育和自我教育如何；一个民族如何培养教师、尊重教师，以及

按照什么样的价值标准生活，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因此可以

说，真正的教育是广义的政治，是现代社会危机的救赎之道。

在现代社会，知识以各种门类、各种学科为形式建构了各种

界限，任何一种学科都无法实现全面的认识。人们不断地追求知

识，以寻求世界的确定性。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就成了“他者”，

成为知识的限定对象，知识体现的是人的分裂。最终也就产生了

机器统治人和群众压抑个人的局面。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

人可以成为认识的主体，成为自己之所是，即本真的存在。真正

的教育正是通过精神唤醒、生命生长和自我超越来摆脱被异化的

局面，实现人的解放。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教育功能的弱化，

也就是教育沦为知识传承的工具。因此，要实现教育的重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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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澄清教育的本质。要振兴教育，就必须让教育的内涵超越实

用的技术教育和宗教限制。科技追求的是生产力和强大的武器，

而教育要求的是人的转变。科技制造装备，把人变成工具，并导

致人类的毁灭；教育使人变成真正的人，才能掌握技术装备，挽

救人类的生存。

三、主要观点：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雅斯贝斯的这本书像是哲思式的漫谈，大量真知灼见散布在

19 个章节之中，显得比较零散。总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

1. 教育的任务是唤醒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

这句话振聋发聩，其真正的意思是：教育应该体现对人类命运的

终极关怀，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唤醒受教育者灵魂深处的道德

本能，并激发受教育者对完美生活的无限向往。

知识内容和技能虽是人生存所必需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的教育要能够唤醒人的自我意识，使人在教育的境域中实现

自我的连续不断的“生成”，使人意识到人是多维度的统一的存在。

科学技术无非是人实现自我的有效工具，除了科学技术，还有情

感、态度、意志、德行和价值等。所以，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

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给人以信仰和虔敬之心，使人在顿悟中

意识到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谓的教育只是庸俗的教育、

不完全的教育。而对那种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压

制学生发展的现象要严厉抨击，并积极呼吁教育体制的改革，实

现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换个角度来看，教育并非只是国家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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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任务，也是每个人自身的任务；教育并非只是一个阶段的任

务，也是人终生的任务。

体现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雅斯贝斯反对过分的教育计划，

认为教育绝不能按人为控制的计划加以实行。强行的教育计划是

对人性的扼杀。这是因为，人只能自己改变自身，并以自身的改

变来唤醒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如有丝毫的强迫之感，那教育的效

果就会丧失殆尽。打个比方来说，在真正的教育中，教师是在“养

成”，学生是在“生长”。谁能强行规定一棵树什么时候开花结

果呢？但只要是阳光、雨露、肥料等条件充足，这棵树就会自然

而然地开花结果。

作为教师，在教室里有对自身负责的自由，不应被官僚计划

者和学校“君主”控制。教师需要安静的环境，通过优质的教材，

并以良好的教学手段，在孩子心中播下种子，这一种子将贯穿于

孩子的一生。在教学活动中，读、写、算的学习并不是技能的获得，

而是参与精神生活，细心地把握其中的美。如果将计划和知识变

成教育的目的（比如规定必须考多少分、会做多少题），教育就

会成为训练机器人的工具，人的生命力就会萎缩，而无法实现自

我的超越。

2. 爱是教育的原动力

雅斯贝斯认为，想要真正地了解一个人，只有通过爱；现代

心理学通过心理测试来了解别人的方法是不可靠的。“真正的爱

不是盲目的，它让人的眼睛明亮。”当然，这种认识和雅斯贝斯

秉持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相关。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对“爱的教

育”的赞颂和期许，读起来很有感染力，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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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

“爱把生命提升到真正存在的境界，它超越了感官的直观。”

“爱只会在相同的水准上与爱相遇；爱在与爱的交往中成为

自己。”

“升华、实现潜能、成为你自己，是爱的三个维度。”

“爱的施与，例如在教育中对年轻一代的爱护不是降低格调，

而是达到自我升华。”

“爱在彼此存在中实现，一个真实的自我与另一个真实的自

我在彼此互爱中联系起来，这样，一切事物才能在存在的光辉中

敞亮。”

这些语言可以看作“哲学诗”，描述一个让人心动的教育理

想。这个教育理想是建立在“存在交往”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之

上的。雅斯贝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

而在交往的过程中，爱是核心。人的存在与交往都建立在人对一

切事物、对一切人、对世界和智慧本身的爱。“哲学”一词的原

意就是“爱智慧”。在基于爱的存在交往中，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犹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人在基于爱的交往中，形成

一种命运的共通感，并由此充分运用理智自觉去寻求人类的共识，

这便是教育。人只有通过这种“爱的教育”才能理解他人、理解

自己、理解历史、理解现实，人的精神就不会萎靡，不会成为别

人意志的工具。简单地说，在教育实践中，师生之间的交往是基

于“爱智慧”的共同理想，基于人类之间的互爱与信任，没有“爱”

的心灵，既无法成就自己，更无法成就他人。

具体在教学中，教师不应该直接给出答案或指明道路，那样

会剥夺学生思考和提问的机会；教师不应局限固定的思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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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开放问题库，激发学生展开有分量、发散性的思考和探讨。

师生间的真正平等应从问题和现实处境出发，而不是其中一方的

居高临下。师生之间的爱是社会交往和理解他人的基础，只有爱

的交流才能达到灵魂塑造的目的。

进一步讲，如何区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控制”呢？

当父母、教师以“爱”之名对孩子（学生）进行控制的时候，往

往会造成隐蔽且深刻的悲剧。怎么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教育”

呢？就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否有共同的“爱智慧”的理想，双

方是否在教育过程中能够共同完善自我，双方的关系是否基于了

解、平等、尊重与信任。也就是说，“爱的教育”是“敞亮”的。

3. 教育的过程是陶冶

哲学是从事真理的研究，那么什么是真理？雅斯贝斯认为：

“真理是对命运的共同体验的清晰表述。”真理不会简单存在于

每个人的生命体验中，而需要在一定时代背景下，人们通过对

自身的培植才能够获得。这个培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即

“陶冶”。

根据功能的不同，陶冶教育分为自然科学陶冶和人文科学陶

冶，自然科学陶冶是指受教育者通过观察自然和实验，获得精确

而实际的理解训练，这个训练的过程具有陶冶的价值。在自然科

学的陶冶下，人们培养了清晰、开放和公正的意志，这种潜移默

化的陶冶对儿童来说，将作为一笔精神财富伴随他们一生而受用

不尽。雅斯贝斯非常重视人文科学陶冶的教育作用。如艺术的陶

冶教育，可借助具体的艺术形象使纯粹意识和抽象的内容得以具

体化，从而带给人震撼、心驰神往、愉快和慰藉的审美体验，人

们的心灵就会得到净化。比如，人们看戏并不是简单地看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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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戏后的感动，在看戏中接触耸人听闻的事件，获得极度的精

神享受。人们评价剧中人，喜怒哀乐皆与他们情感共鸣，于是就

逃离了纷扰的现实，进入澄明的境界。又如古代文化中的经典诗

作是对人进行精神陶冶的重要力量，一个人如果受了这种古代文

化的熏陶，那么，他就拥有一个净化后的精神世界，而这个世界

充满活力。

通过对陶冶的分析，雅斯贝斯将教育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结

果，这是伟大的贡献。这意味着教育始终在征程中，师生的精神

成长也处于不断完善的状态中。因此，学校应该为师生携手走上

精神成长之路创造条件；社会应该为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人”提

供机遇；而我们每一个人更应该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负责，主动寻

求陶冶的机会。这就是“终身教育”思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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