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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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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当代中国&教育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我国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在我国&-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刻解读&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教育观&并把-提纲.教育观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指导适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使中国教育得以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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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是人们理性思考教育方式'教育形式和

教育内容等的前提(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教育观不

仅会决定教育思维的性质教育思维的性质&还会在

某些方面影响到教育活动的实践(简而言之&教育

观就是人们对教育是如何理解和认识的&它指导着

人们进行教育实践(研究教育观的意义就在于使人

端正对教育的理解&包括对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

容'教育的主客体和教育的方式等&进而促进教育活

动的顺利进行&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

#

,

作为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下称-提纲.%与马克思后期成熟的哲学专著相

比还稍显青涩&他在这篇著作中主要阐述了一些基

本的哲学问题&但同时也在第三条谈及教育问题&表

现出马克思关于教育问题的一些观点的萌芽&其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为如何进行教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即一切以实践为主&实践是进行教育活动

的媒介&也是获得知识的来源!-提纲.的第三条论述

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人的能动实践所占据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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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不仅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掌握人'环境与教育

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教育过程

中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科学教育观的树立&思想

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指明了方向(

一$*提纲+中教育观的基本内涵

%一&教育的来源是社会实践

马克思-提纲.的整个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

观&并把它纳入了认识论的范围内&同时这也是马克

思的-提纲.所展示的教育观的基础(马克思科学地

指出了由于实践不仅将主体和客体紧密的联系在了

一起&还能够表现两者之间相互改造的过程&所以它

才得以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劳动和社会

生活实践是它的起源(劳动在创造人的本身的同时

还创造了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基于教学这种作为

实践的一种形式&才能使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从大

众理解的角度来看&教学过程理所当然地是指学生

学习的过程&但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教学过程还指

学生自觉能动地认知的过程(众所周知&在整个学

习过程中&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需要通过实践来获

得知识&也就是学习内容(这样就要求我们需要重

视教育实践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要主动提高

实践才是知识的来源的意识&指导教学工作需要遵

循认识的规律&这样才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保证(

其次&从教育实践到教育理论有一个过程&也就

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人们经过教育实践得到工

作经验&总结而成理论&然后在经过实践的检验&最

终确定为理论(而这个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

随着时间和历史不断变化的(教育历史总结了过去

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是教育界的支流&在教学过程

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借鉴来达到提高教育工作效率

的效果&然而再重新提出一个全新的教育理论所需

要的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同样全新的教育实践&同

理&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人们所创立的教育理论

才能够不断地更新和适应时代的发展(教育实践有

一个实际作用就是检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在教学实

践过程中达到其所应发挥的作用的标准(当教学实

践在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可以教导出能够将自己所

学到的知识和实际紧密联系&并能够指导自己进行

社会实践&同时各方面素质皆佳的学生&才可以说是

这个教学理论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只有当教学理

论遵循客观规律时&教学实践才有成功的可能(因

此&在教育过程中&要紧紧围绕理论联系实际&使学

生不仅能够掌握知识&运用实际&更重要的是培养各

方面能力(

+

!

,

%二&教育的本质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

提到马克思在-提纲.中所阐述的教育的主体性

思想&就不能不提到他对于"教育万能论#的批判(

"教育万能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

徒弟&同时也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的柏拉图&试图利用

教育来建立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理想和正

义的合体&可以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找到&而"哲

学家#则是这个理想国的王&他应该充满正义并且是

至善的&为了培养这样的王&柏拉图认为只能通过教

育才能实现&所以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教育问题

被他极其重视(但是柏拉图这种思想的缺陷在于身

为一个国家的统领&需要治理一个国家的王者&他所

必需的不仅仅是正义和善良&而更多的是还需要具

备其他各个方面的学识'智慧和谋略等&仅靠只有丰

富哲学思想的哲学家是非常不现实的&另外&教育并

不是培养王&也就是政治家的唯一途径(

继柏拉图之后&又有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主张

教育是万能的&那就是英国的约翰2洛克(从柏拉

图到洛克的历程&证明了教育万能论从唯心主义的

性质转向唯物主义的性质(洛克认为&人刚出生时&

心灵是一块白板&在经历世间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

各种观点和知识就如同颜料一般在这块白板上涂涂

画画&最终绘画出或美妙或丑恶的图案&而这个过程

是人人平等的(洛克的思想成果有目共睹&教育万

能论从柏拉图为培养乌托邦的王到洛克的"白板

说#&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教育角度来说&洛克都高

过了柏拉图(

法国的唯物论者爱尔维修对"教育万能论#的精

辟论述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把教育泛

化&认为它是外在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之总和&总的来

说&他的"教育万能论#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的&首先

是由于环境对人的影响&所以要对旧社会进行改革

而建立良好的教育&其次是教育是改造社会最重要

的手段&最后教育决定着人的性格的塑成与才能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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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简单来说&爱尔维修的"教育万能论#首次结

合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这对英国空想社会主

义者罗伯特2欧文产生了深刻影响(

欧文将教育万能不断深入&以其自己的"性格形

成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他深受爱尔维修的思想影

响&相信人们的无知是造成不幸和犯罪的真正原因&

同时也深信救赎穷苦人民的是一个充满智慧以至于

可以先知先觉的英雄(他的理论不科学的地方在于

他虽然看到了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却不能理解人

与环境'教育之间所隐藏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次他夸

大了教育和个别人物的作用&充满了英雄主义和个

人主义的色彩&忽视了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力其实

是人民群众(

对于
#$

世纪唯物主义者和
#G

世纪空想社会主

义者提出来的"教育万能论#&马克思在肯定其中的

"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一命题的唯物主义性质

的同时&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

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他强调影响

旧唯物主义正确性和科学性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事

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

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

解(#

+

&

,马克思强调了人的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阐明

了教育对人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主观能动地进行复

杂而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这一观点的提

出&就彻底打破了前人即旧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

义所提到的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完全割裂和分离

的&认为人的改造和发展仅依靠教育就可以完全实

现的错误观点&同时这一观点的提出还表明了人不

但是历史条件的衍生&同时也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

改造过程&革命实践作不仅是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中起重要决定性作用的部分&也是人们受教育的

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目的(

+

'

,

基于对"教育万能论#的批判&马克思在-提纲.

的第三条中&更为重要的是阐述了教育过程中&"人

的主体性#思想(

自从有人的出现以来&作为高级的智慧的动物&

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的王者&自然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力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宰着教育对象如何进行

学习&如何保持正确的学习态度&从而间接决定着学

习成果(这就说明了怎样对待人是教育的关键问

题&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后所牵涉到的学习方

法'学习方法以及最后所得到的学习成果都可以迎

刃而解(所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人是处于主导型

地位的&我们接受教育的最初目的也就是为了获取

知识&完善人格&服务于自身的发展(

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作为教育主体的人必然

会受到教育客体作用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重视

人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能动的作用(因而&

在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是最为关键的&这也是马

克思在-提纲.中第三条向我们表达的意思(

%三&教育是人与环境双向互动的过程

这一内涵主要是通过批判"环境决定论#来阐释

的(根据以往文献来看&环境决定论思想&首先对于

人们的精神'道德和善恶是非等观念的形成&环境起

着第一的决定性的作用!其次&现实生活中人们有着

不同的品德'不同的才能&更有着完全不同的情感&

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环境&换句话说&

就是后天教育所造成的!最后&前文所提到的社会环

境并不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自然环境或者人文环境&

主要是指政治'制度'法律等这种处于社会主导层面

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提纲.中&马克思是这

样描述这种思想的)"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

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

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

+

&

,法国的环境决

定论者有他们所认同的唯物主义&从这些观点出发&

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所阐述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不能

说是完全错误的(在那个年代&政治制度'法律和教

育对人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因此这

些法国的环境决定论者反对"人之初&性本善#等这

些观点&因为他们更情愿去相信是社会环境彻底影

响和改变了人们(当然&每一种存在的哲学理论是

对还是错都有着它们存在的理由&也有它们存在的

作用&这种环境决定理论为法国大革命'为法国人推

翻封建制度提供了哲学依据(马克思是一个批判的

继承者&他从来没有否认法国哲学家用它们的理论

为整个世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在
#$''

年底

至
#$'D

年初&马克思开始了对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

批判&因为他发现了所谓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竟然还

存在着唯心史观的思想&这时有必要把环境决定论

作为一种典型的理论来进行深刻的剖析&将其中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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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史观分离出来加以分析(马克思也在这个时候

一阵见血地指出环境决定论的两个硬伤(

#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

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

&

/

马克思提出&关于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环

境对人固然有作用&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

是单纯地单向关系&而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同

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两者之间也是这样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人还可以改变环境&对

环境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同时受教育者当然也可以

教育教育者(而而环境决定论却只是片面地看到前

者对后者的作用&而没有更深入地观察到后者对前

者能动的反作用(

#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

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

&

/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环境决定论的实质就是英雄

史观思想(环境决定论者虽然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

作用&但也不是偏执地认为环境亘古不变(他们承

认&环境的不断改变是由人来主导的(但这两个

"人#并不是同一者(前者是教育者'革命家'哲学

家'理论家&是处于整个社会上层的人&他们主宰着

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而后者则是受教育者&

是被主宰者(他们在统治者面前&只能任其主宰和

控制&而无任何的主体性和自由(

针对这种很明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作出一个

重要观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

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这个所谓的

"变革的实践#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是辩证统

一的基础&也就是教育的根本目的(马克思在-提

纲.第三条中写道)"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

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阐述

了人与环境两者之间相互的双向运动&一方面认识

到了环境对人的发展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肯

定了人对环境也具有主观能动的反作用(因此&人

们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时&环境在影响人的同时&反

过来也在接受着人的改造(这样&马克思通过实践

这个载体&科学的阐述了人'环境和教育之间辩证

关系(

想要深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教育观&就要正

确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所阐明的人'环境和教育

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首先&辩证地认识教育和人的发展之间的互相

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不仅要看到教育对人的改

造作用&也要看到人在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主体的

能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还要意识到环境是教育的制

约因素(虽然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对青少年

的培养和发展&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是由教

育在人的这个特殊年龄段所具备的特殊功能决定

的&所以这也是马克思批判"教育万能论#的原因所

在(要使教育真正起到作用&需要人的主动地参与(

其次&对实践在人的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要有充分了解(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对环境

进行改造&是通过实践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两者

也都在不断的变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变

革的实践#(

再次&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在一定的社

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而环境是教育活动得

以进行的背景和条件&因而教育过程中环境必然会

影响到受教育者(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知识也是推

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社会&就更要求我

们正确地理解我们受教育时所处的环境&同时也进

一步地要求我们可以在这个信息膨胀的社会环境提

取出对自身发展有益的信息&因为它关系着人发展

的方向(

%四&教育的目的是革命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的结尾总结性地说到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

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简单的解释来说&这就从

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环境和人的活

动达到高度的一致&进而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

也许有人会质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

不需要革命了&所以马克思对于在-提纲.中所提出

的教育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认为他的观点不符合现在的社会背景是因为没有用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

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初级阶段的&是不成熟

的&要使这个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继续向前发展&所以

我们不需要的是革命&需要的是变革&而变革是需要

力量的&是需要变革者的&是需要后备军的&这时教

育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因为它不仅可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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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变革所需要的力量&并且能够保证这个力量是源

源不断的(

当受教育的人们可以将通过实践活动所改造的

环境和经过影响的自身相结合&使两者相互影响&相

互发展的时候&教育就是成功的&教育的根本目的也

就随之实现(

二$*提纲+中教育观的当代启示

-提纲.中所阐述的教育观&以实践为纽带&为我

们解释了许多反应教育实质的问题&不仅为教育实

践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也为如何正确认识教育'

把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奠定了颠扑不破的理

论基础(马克思在-提纲.中为我们所展示的教育

观&是毋庸置疑的教育教学真理&即使已经过了近

#%"

年&依然是发展教学理论和进行教育实践的岿

然不倒的指导旗帜(

%一&为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现代&片面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

"教育万能论#即使还存在&其影响也相当有限(哪

些因素可能影响个人的发展已不是问题的关键&而

在于这些因素是怎样对个人的发展产生影响的(这

正是-提纲.第三条所解决的问题&即人并不是消极

地被动地接受环境与教育的影响&而是在实践的过

程中&在主体同环境与教育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主动

地积极地接受环境与教育的影响(

+

D

,

教师通过对学生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知识'接受

教育&这个过程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实践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也是主

体&知识是客体&实践是知识的来源&相反&知识服务

于实践(因此在教学活动中的各个领域&必须遵循

一定的实践和认识规律来指导教育工作&切记不要

把知识的传授过程转化成纯理论的灌输&而忽视学

生的实践和对知识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不能将

教育当成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接受教育者的改变的

过程&无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提高教学的效果&

使教学工作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就应采用适当的

方式&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主

体性(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成功指

导教学实践'能够培养出良好素质的学生并使其不

仅可以掌握理论知识还可以正确灵活运用于实际才

是正确科学的教育观(而只有当教育观以客观实际

的教学规律为基准&教育的实践活动才有成功的可

能&进而取得所预想的成果(

%二&为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要正确地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掌握它们两者

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要关注到环境对人发展

的影响作用&又要意识到人对环境的能动的反作用(

人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与事物之间

的实践关系是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而实践表

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因为培养和造就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是教育的

社会职能&所以我们的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内

容等必须考虑到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是否符合社会

发展的需要(教育服务于人&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

育者具备一种能力&一种主动融入生活的能力&把客

观存在变成属于自己的东西&逐渐地体现人的自由

的主体性&展现人处于主体地位的力量&同时又不损

害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现阶段正处于深

入改革期&随着改革的层面不断向中坚深入&学校的

教育也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的新问题和新情

况&这样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挑战(不断改变

的社会环境也给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更多艰巨而复

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提高自身能力

和素质&从而可以从繁杂的社会关系中发掘出如何

使学生具备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个性和能力!同时

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正确看待学生的属性&将其作

为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个体来看待&深入地认

识学生'教育学生'发掘学生&用科学的教育观来进

行思想教育工作&培养和造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栋梁(

%三&为正确处理教育主客体关系指明了方向

贯穿-提纲.中教育观主线的是以人为主体的实

践观(它要求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来理解人'环境和

教育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认识教育如何在人的发

展以及改造环境中产生影响&认识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教育过程并不同于我们平

常所熟知的其他实践和认识过程&它需要我们发挥

主客体双方的能动性&并能够妥善处理环境'教育主

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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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环境是构成教育过程的主要要素&我们应

当正确认识它的内涵&因为它影响着人的发展(教

育环境非常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由于其开

放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所以&在教育向社会

环境开放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环境对于教育的反

作用&必须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不能将教育束缚在

"象牙塔#中(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环境

因素都在对教育主客体产生着或好或坏的反作用&

所以抑制并进一步消除负面影响&摘取其中正面积

极的因素&并加以利用和强化&从而形成良好的教育

环境&是教育工作者急需完成的新任务(

+

F

,

在教育过程中另外一个需要人们重视的关键就

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教育的主体&

也就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教育的客体则主要

是指学生(主客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教育过程就

是由它们两者相互作用构成的(在整个教育过程

中&教育主体需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使教育者的主

体教育和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这

样对教育客体的主动积极性的发挥有着很大影响&

自然而然教育的成效也就表现的越明显(同时&怎

样看待人也是教育的关键问题&教育的根本是人(

当教育者已经将书本上的知识所传授给受教育者

后&如何教导受教育者将知识变为实践成为更重要

的问题(要使这种改变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必须充分地调动教育客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否则

极其容易变成灌输和教育者照本宣科'受教育者照

本死记的现象(因而&以教育的主导性作用为主&把

学生看做自主实践的个体&通过学生在学校和社会

主观能动的进行社会实践&进而培养学生完善的性

格和各个领域的能力&培养出其无论任何环境下中

也可以主动积极地接受良好的影响&抵制不良影响

的能力&逐步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

反省的能力发展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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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教育者本身虽然是教育人的&但同

时也一定是受教育的&因为教育会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不断地变化&这就要求教育者也必须和受教育者

一样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受教育#&以此来保障自

己时刻保持能够教育不断发展的受教育者的"教育

人#身份的高质量(不断地充实和提高教育者自身

的能力&深化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培养&并积极投身于

贡献于教育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教育已经成为推进我国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第三条中所论述的教育观&包括人与环境的

双向影响和互动'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作为理

论根基的实践观&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教育底蕴&它不

仅仅是为我们进行科学的教育活动提供一个最基本

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指导着人们的教育实践&

使教育工作者能够合理安排教育内容&为培养新一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接班人而努力&也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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