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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儿童生活作为完整生命存在的一个阶段"有着独立的意义与价值$然而"现实生活中儿童生活却异化于社会给定的

培养目标)行为准则以及规范标准中"表现为生活中主体性)生命体验以及创造性的缺失$究其根本"源于教育精神的异化$

真正的教育就是解放"让儿童知晓其本性里面原初的和根本的素材构成"帮助儿童找回自我$因而"教育应当观照儿童的美

好生活"在自由)创造)自我实现以及德性的精神下唤醒)带领)指引儿童过美好生活$

关键词!美好生活!儿童生活!教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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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生活处境的问题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迫

切$无论从过去发展的结果还是从未来的可能性来

看"都是如此$我们一方面即能看到儿童真正的生

活即将开始的可能"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儿童生活异

化和消逝的可能性"在这两种相冲突的选择之间"未

来的展望是模糊不清的$正如所见"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已经成为当下时代的议题$

!"#H

年
#"

月"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中多次提到'美好生活(这一

概念"彰显着历史的期盼和时代的诉求$可见"对美

好生活的诉求再次成为时代的议题$这个时代议题

向我们儿童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个亟待回答的问

题#当下儿童生活的处境何如* 为何如此* 新时代

的儿童美好生活何以可能*

一$儿童生活的异化

生活是一个复杂而又含糊的概念$生命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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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就是人的生活过程$关于生活"马克思曾做出

这样的解释#'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

程$(

.

#

/在杜威看来"'生活是个体和种族的全部经

验$(

.

!

/而梁漱溟则直接将生活等同于生命"他指出#

'生命与生活"在我说实际上是纯然一回事!不能将

'我(与连续不断的生活分为二$(

.

%

/诚然"生活是人

的存在和经验"是人生命的内在潜能动态展开的过

程"与人的发展是同一的$可以说"生活才是关于人

的存在的有效分析单位"是人不断创造价值和意义

的基点和归宿$生活着"便经验着"创造着$儿童生

活作为完整生命存在的一个阶段"虽然受到身心成

熟度的限制"但儿童依旧是其生活的主体"儿童生活

有着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儿童作为'生活着的人("生

活是他们的存在方式$

对于当代儿童而言"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儿童

身处的生活世界与以往有着质的差别---生产力的

发展使得经济快速增长"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得儿童

的生活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人工智能技术的

突破使得人越来越从简单的劳动中得以解放"然而"

物质的富足与科技的发达难以掩盖儿童精神世界的

冷寂与荒芜$正如蒙台梭利所说"丰衣足食对儿童

而言是不够的"生理机能总会受到来自于更高的富

足的制约$生命的唯一关键在于灵魂"儿童的身体

依靠快乐的灵魂生存.

&

/

$反观当下"'不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这一响当当的口号成为万千儿童苍白而

繁复的生活的开始"儿童被放置到教育的度量结构

中接受着塑造$课程和考试代替生活空间影响着儿

童对世界的认识"甚至以'缄默(的方式预设了儿童

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历程$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异

化于社会给定的培养目标)行为准则以及规范标准

中$一切事情都以儿童生活秩序的绝对化为转移$

那些可能的力量"都力求达到同一目的$

儿童生活的异化首先表现为主体性的缺失$儿

童生活的应然状态是儿童自觉的)充满好奇心的探

索未知世界的活动过程$然而"在现实中"呈现人类

生活原始模样以及生命初始状态的儿童生活却并未

得到应有的尊重"儿童生活在成人的控制下失去其

独立意义与价值"完全异化为成人生活的预备$不

知是出于对过去无知的反省或是对未来未知的恐

惧"成人急于将人类沉淀几千年的复杂文化植入儿

童的生活"以使儿童尽早脱离在成人看来'蒙昧无

知(的生存状态"将儿童引入成人的生活轨道中"因

而儿童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失去权利$

其次"儿童生活的异化表现为生命体验的缺失$

儿童生活是生命逐渐展开和完善的过程"是生长的"

而非固化的"儿童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每一种能

力或经验都意味着一种可能的生活$但在现实中"

这种能力与经验往往是采用生硬的)非自然的方法

被植入儿童的生活$甚至连游戏"也不得不在'益

智()'启蒙(的外衣下才有被游戏的意义$美国学者

托马斯6贝里在3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4一书

中曾言#'没有外在经历的内在生命是难以为继的$

没有抬头看过夜晚的星星"未曾体验任何原初的现

实"而仅仅学习如何生活在水泥)钢铁)电线)车轮)

机器)计算机和塑料的联系之中"这是一种使孩子丧

失最深层生命体验的灵魂剥夺$(

.

G

/

最后"儿童生活的异化表现为创造性的缺失$

当儿童不明所以地'被动(接受知识与技能时"很难

体验到生命内在的创造性$高度程序化的现代性对

儿童的危险之处在于儿童及其生活标准化"剥夺了

儿童的创造性"使儿童及其生活成为社会的产品$

'无创造性的事情是重复的事务"按部就班的琐事"

这样的行动只能占有0时间,$而不能形成0历史,"

或者说只是0事务,"而不是0故事,"通常所说的虚度

光阴"大概如此$(

.

E

/

##E而生活的本意并非如此$

今天"我们应当认真反思儿童的生活究竟是丰

富了还是乏味了* 我们的儿童正在怎样生活* 我们

的儿童将怎样生活* '举目所见"到处都是一种无教

养的匆忙$(

.

H

/

二$儿童生活异化的成因+++规训化

教育

曾有学者指出"教育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

源$对于这一说法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讨论$但可以

肯定的是"儿童生活的异化的确源于教育问题-花

圃式的规训化教育$'现代化的花圃"采用大面积温

室育苗的方式利用自动控制设备调节室内温度)光

照)水分)湿度和进行施肥)防除病虫等工作$利用

工厂化育苗)组织培养)容器育苗等方法"打破季节

性限制"进行批量生产$(

.

$

/正如浸润在工业化发展

背景下的现代教育"带着功利化的趋向"日复一日将

儿童套入整齐划一的机械模式$'现代教育失去了

精神的培育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处置人)算计人的手

段"它只是造就人的物性)扩张人作为物和工具的性

能"使人更多物性地面对世界"技术性地对待)处理生

活和生活世界$(

.

C

/

%在人类灵魂那些最为深刻的情

感)想象和知识需求面前"教育未能使儿童了解到包

罗万象的整体的伟大"而是造成了纷乱模糊的后果$

追溯教育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是作为人

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特征而出现的"教育相当忠实地

追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自原始社会起"从家庭生

活的一日起居到氏族生活的仪式典礼"处处充满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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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儿童在共同生活中得到教育"进而成长为符合

社会氏族发展的成员$随后这一有目的地培养人的

社会活动便在发展进程中被界定为教育"社会的需

要成为教育的质的规定性的逻辑起点$'随着社会

机制日益发达"尤其是现代的生产)分配和传播制造

了大量的表面目标和利益而掩盖了生活的真实意义"

各种体制和标准把生活规划为盲目的机械行为"人们

在社会规范中遗忘了生活"就好像行为仅仅是为实现

体制的规范目标的行为"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生活意

义$(

.

E

/

$教育便以输入模式的方式继承了社会体系遗

忘生活的错误"并将这种体系附加于儿童$

花圃式的规训化教育对儿童的训练"造成了儿

童内在生命的枯竭$儿童不再或不能寻找生活中更

高的目的"不再也无意审视自己的生活$但事实上"

无论教育还是社会"其本意都是指向生活$社会或

者教育只是生活的必要条件而非生活的目的本身"

如果为了社会价值而进行教育"用各种可计算的指

标)所谓'数字上可管理的(标准和社会体制所假定

的偏好去说明教育时"这种教育便几乎演变为一种

应用"从而渐渐失去了其本身所应具有的观照)牵

引)通达生命本源的魅力$这恰恰偏离了教育和社

会帮助人实现生活的原则$裴斯泰洛齐在他的著作

中这样说#'有些人只掌握一些杂乱无章的知识"他

们只会夸夸其谈而缺乏纯真的人类智慧"他们在生

活过程中是摇摆不定的"彷徨的$他们夸夸其谈"自

命不凡$但如果你观察一下他们的生活就不难发

现"他们生活在荒漠和黑暗之中$(

.

#"

/一个强制的)

僵化的教育秩序使人变得片面"它所提供的真理也

不会温煦而自由地浸润人的整个心灵$

唯有那些扎根于生活的教育)联结了人与自然

与社会的教育才为时代注入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根据时代精神的要求"教育应当关怀儿童美好生活$

何为时代精神* 追求美好生活就是新时代的时代精

神$美好生活应当是在道德的指引下"人通过自由

地创造从而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状态$新时代

的儿童成长在一个相对富足的环境"生理和安全上

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因而"儿童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更多转向精神的追求与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然

而"在教育的'规训(中"儿童正逐渐失去自由和自主

的精神气质"失去追求德性的理想$规训使儿童的

自我实现困难与阻碍重重"儿童在教育中的被'规

训(状态成了现代教育的一种危机$精神本质的颠

覆和德性的变异迫使现实的教育重新构造教育的价

值与方式"着重塑造符合'物义论(时代的价值和道

德"塑造适应当下实存的体验结构和欲望结构$教

育的对新的人性的生产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性状态的

流行$这就是教育与社会共谋培养的具有新的精神

气质的人---布尔乔亚气质.

C

/

%"&

$

面向
!#

世纪的'德洛尔报告(明确提出教育应

当是'走向生活的通行证($回归儿童生活的教育已

然成为新时代的呼唤$尊重与关心儿童的核心应当

是对儿童生活状态的关怀$实际上"关怀儿童美好

生活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正是通过一个个完整的

人的培养"教育才能够实现更新社会的基本功能"美

好的生活才能够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提高儿

童的生活质量应当是教育以及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三$回归儿童美好生活+++教育精神的

四维转变

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B

!"!"

年&4中指出#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教育应当观照儿童的美好生活"从而唤醒)

带领)指引儿童过美好生活.

##

/

$罗素在3教育与美

好生活4一书中提到"教育要使儿童过美好生活"我

们所追求的在将来才能产生的教育制度是能为每一

个儿童都提供享受生活的制度.

#!

/

$我们应当在这

样的认知中去思考教育的定位"教育在帮助儿童实

现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过程也正是教育找回自

己价值与意义的过程$

'一(自由!让儿童充分展现精神的可能性和丰

富性

获得幸福是美好生活的动力"而能否获得幸福是

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正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可以说"

自由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拥有自由的基

础上才能追求各种值得追求的东西$什么是值得追

求的东西"或者说什么是好的东西"都会在人的自由

状态下变得明显清晰起来$一个人拥有多少自由就

拥有多少创造好生活的机会$(

.

E

/

#"$儿童作为其生活

的主体"一旦失去自由"便降格为'物化的人("失去了

生活应有的自在性"生活便成为一个个遵循自然规律

和社会准则的活动的堆砌$尽管随着人们对教育认

识的逐渐深入"儿童的主权得到重视"教育中提倡以

儿童为主体)中心等等"但权利与口号只是自由的逻

辑形式"是自由的合法性表述"却不是自由的实质$

儿童美好生活的实现有待于儿童对精神生活的

自由占有"教育应在尊重儿童自由的基础上促使儿

童精神的成长)发展和自我形成"在自由中把儿童引

入到可能的生活中"让儿童充分地展现精神的可能

性和丰富性$教育不应站在自由的对立面"使儿童

的自由停留于'说出的(和'听到的(自由"自由永远

是教育追求的一种价值$教育不是为限制儿童而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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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教育唯有更高的格局"才能给儿童的活动一种

个人的特征"并使之推进到一种自主的生活"唯有儿

童是其生活的主人"儿童对自己的行动有实质意义

的自主权时"儿童的自由才实至名归$

'二(创造!唤醒儿童内在的生活体验

每个人在自身都载负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

性"以作为他的生存核心$对于儿童而言"创造是极

具魅力的"创造性的活动开辟了有活力的生活"无创

造性的生活是按部就班的重复$儿童生活的形式是

创造"这里的创造并非是造就某种新的)独创的东

西"那些体现自我力量和能力的积极主动的活动都

是富含创造性的活动$弗罗姆认为"'当一个人极清

楚地意识到并体验自己的内心过程"如果他真正0看

见了,一棵树而不是望了几眼"如果他读一首诗感到

了诗人用语言所表达的情感"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创

造性的$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可以赋予他所接触到

的一切以生命$他赋予自己的能力以生命"也赋予

别的人和物以生命$(

.

#%

/自由的直接结果并非美好

生活"而是创造的机会"只有创造性的活动才能构成

自己的生活"若失去生活的创造性和自决性"那么儿

童的生存将无法构成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而仅仅是

别人生活的重复$

机械的设备和程序化的教育难以激发存在于儿

童潜意识区域的对生命的全身心投入和内在体验"

教育所包含的精神意蕴唯有存在于创造过程中"才

能引导儿童在内在的生命体验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

现实的自我$离开创造的生命终将因贫瘠与粗陋而

枯竭"教育应当注重儿童精神创造的支持而非仅仅

是实用性和适应性知识的传递"训练儿童迎合社会

的性能$

'三(自我实现!引领儿童探寻生命的意义

幸福被视为现代精神的重要成就"但这并非是

全部"考量美好生活所依据的标准不仅仅是幸福的

体验"还包括生活是否能够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嵌

入一种有价值体系中$也就是说"'幸福是美好生活

的一个本质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个部分$对于一

种广博的美好生活来说"还必须添加其他东西"即意

义$意义经验是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

.

#&

/当我们

谈论任何事或者做出任何行动之时"我们总是无可

避免地将意义作为出发点$缺少意义虽然不至于成

为负担"但却容易使生活出现问题$生活中的危机

往往是意义危机$正如我们通常不会说'我的生活

不美好("而会常常听人说起'我的生活没有意义(

等$没有意义的生活总是难以为继$个人的探寻生

命意义的过程便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每个儿童

都理应在唯一一次的成长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寻找并实现生活的意义应当是教育的本真性理想$

在教育中"儿童不断成为教育发现和建构的对象"然

而"仅仅关注儿童的自我利益的教育缺乏一种超越

性"教育的目的应在于引导那些接受教育的儿童进

入更高的人生境界"去感受蕴藏在生活中的深邃的

经验和普遍的问题"引导儿童在生活中通过思)言)

行而实现人生的意义$尼采在3教育机构与生计机

构的对立4一文中指出#'任何一种学校教育"只要在

其历程的终点把一个职位或者一种谋生方式树为前

景"就绝不是真正的教育"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

而只是一份生存的说明书$(

.

#G

/教育若仅仅以训练

工具性职能而服务于社会和儿童"就意味着放弃了

那种高扬儿童生命意义的责任$真正的教育就是解

放"让儿童知晓他本性里面原初的和根本的素材构

成"帮助儿童找回自我.

#E

/

$

'四(德性!帮助儿童养成理想的人格

生活还需与道德的维度契合在一起$这一结合

意味着生活会并非狭隘的个人主义"而是超个人的)

客观的有价值的$'自我(生而难以成为纯粹的'自

我("它不得不处于社会的存在之境"成为一个现实

的)在各种社会场景中表现的自我$'内在的精神是

不可能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中形成的$个人的福祉与

社会的福祉建立在这个存在之境的正义秩序之上$

没有这种秩序"生活将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一个人的

自由可能将是他人的噩梦"在互相冲突和互相伤害

中"任何一个人的价值和抱负都不可能实现$在一

个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处在自由之

中"而是处于恐惧疑虑和胆大妄为的摇摆之中"处在

无能为力和无所不敢的放纵的摇摆之中$(

.

C

/

!C道德作

为卓越人性的集中表现"是促进美好生活的重要手

段$正是出于道德的约束"促使人们不断完善自我$

同样"自由的教育并不是不承认任何的界限和

规范"不承认任何在行使意愿时必须加以尊重的东

西$我们所说的自由)创造以及自我实现是教育作

为一种制度的结构特性"制度本身规定了制度中的

儿童其种种权利和义务的规范体系$这就意味着自

由是有着合理的正义的社会规范的背景$正如黑格

尔所言"自由经教化而来$否则"自由就会摧毁自

由"就会摧毁一切人们共同存在的重要的意义基础$

道德教育应帮助儿童养成理想的人格"追求真正德

性的生活$

蔡元培先生说#'教育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

为将来$(教育之所以为教育"就在于批判和超越"在

不断的追问与追求中使教育对象和教育本身不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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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升华$如果丧失了对'美好(的追求"而禁锢于过

往的社会状态"教育便失去了教育的根本$在新时

代"教育作为一种关切儿童及其生活的实践活动"必

须回归于对儿童美好生活的思考"鼓励和帮助儿童

向着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而生活"让儿童的生命诗意

地栖居在教育中"这是教育的价值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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