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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引发的思考 

刘增 明 
(国防科学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人们一向认为教师是天底下最为神圣的职业，并且赋予了教师这种职业很多美誉，然而随着 

社会上有损教师形象事件的发生，师德和教师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 “教师是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这句话，在互联网上引起 了广泛的讨论，应该说这句话的提出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 ，同时这句话本 

身的用语也值得做进一步的反思，进而思索教师职业的特点，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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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are engineers of human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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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tract：People always t} nk thatteaching is the most sacred profession，and give it good reputations，However，a,8 event8 

detrimentalto the image of teachers in society occu．r，much attention are p d to the mom1．ity and role of the teachers．In 

pa cular，“teachers are the engineers of human souls”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Oil the Intemet，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is 

statement has its 0bvious characteristlcs of the times．and further reflection should be made．Them／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profession[18 well a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must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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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提法，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质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工程师的工作性质 

来比喻人才的培养过程，带有很强的机械性和技术性，也 

与教师的职业特点发生了某种偏离。另一种观点继续了这 

种技术批判 ，认为教师的教学不是技术活动，而是一门艺 

术。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视角对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一

、 问题的提出 

现代社会给教师的美称有很多，比如：教师是辛勤的 

园丁，教师是燃烧 自己而照亮别人的蜡烛 ，教师是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等。所有这些美誉都是对教师辛勤耕耘、无私 

奉献和教书育人的伟大人格魅力的肯定和褒扬。然而，这 

里有一句美誉是值得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教师是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这句话的提出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时代背景 ， 

这就是新中国的创建和建设过程与我国的老大哥——苏联 

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联。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 

态的分野十分明显，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受到资本 

主义国家强大阵营的围堵和封锁，社会主义的势力在国际 

上尚属十分弱小的一方，要想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 

事业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已经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的苏联。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苏联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对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几十年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经济领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领域的哲学原理教 

科书，都带有十分浓厚的苏联模式的气息。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苏联模式的产物，它是 

在苏联产生进而未经反思地移植到中国大地的产物。在苏 

联，“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初是用来称谓作家的， 

指明作家通过文学作品使人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深层次 

~t／f：作用。苏联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力虚弱、 

百废待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大批合格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重视和强化国 

民教育、抬高教师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就成为一种必然趋 

势。中国在建国后直接引入这句话，也是将中国社会主义 

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寄希望于教师身上，希望教师能培养出 

更多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由于教师在育人和塑造人类灵魂上发挥了与作家几乎 

完全相同的作用，因此，将原来加于作家身上的美誉直接 

引入到教师身上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而且这一美誉作为一 

种比喻也的确如实和贴切地体现出教师职业的根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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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句话用在教师身上很合适。以上这种说法适用于大多 

数充满良知的教师，排除当前社会上遭受指责和痛斥的有 

损教师形象的不良师德表现。如果仅从作为对教师职业的 

美誉称谓上看，这句话看来是比较贴切的，它确实道出了 

教师职业的独特性和重要功能。然而，如果我们对 “教师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本身做一番详细的拷问，又 

会发生什么样的新情况呢? 

二、工程师能塑造灵魂吗?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里有两个非常关 

键 ，也是值得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概念 (也叫关键词 ，笔 

者注)，这就是灵魂和工程师。首先来考察一下 “灵魂”这 

个词，它是在唯物还是唯心的意义上说的?熟悉苏联和中 

国近代哲学思潮主流的人都能知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来是思考各种问题的理论前提， 

因而，“灵魂”这个词在这里是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得 

到界定的。西方宗教世界中强调的非物质的、脱离肉身而 

存在的灵魂，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 “灵魂”，并且我国古 

代大思想家孑L子也早就有抵制 “鬼神”等涉及人死后的灵 

魂问题，孔子就曾说：“未知生，焉知死”。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去界定 “灵魂”，就破除了西 

方哲学传统将灵与肉截然分开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而是将 

“灵魂”与人们实际的生活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句溢美之 

词中的 “灵魂”是指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强 

大精神动力的思想和精神，是确确实实存在于人身上的与 

人的行为处于统一意义上的东西。每个人的思想和精神都 

因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现象 ，同时， 

不同的思想和精神也使每一个体表现出迥然相异的行为。 

教师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内在地影响着每一个体的思想和 

精神，同一个生命个体可能会 因为教师一句挖苦和贬斥的 

话语而步入歧路，也可能会因为教师一句赞扬和鼓励的话 

而迈向坦途。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在于教师所面 

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有着很强的主观能动 

性 ，并通过已经形成的思想和精神去指导 自己的行为方向。 

“工程师”的工作性质概括起来说就是设计和规划 ，以 

数学原理为深刻背景的自然科学式的思维方式，它与塑造 

人类 “灵魂”的人文价值式的思维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当时苏联一定要把 “灵魂”与工程师这样两个不同 

思维类型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我们认为，将两种思维方式 

结合、突显 “工程师”的地位与苏联大力发展重工业有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形成了 

片面重视发展重工业的思路 ，他们甚至把未来的社会主义 

图景描绘为 “苏维埃政权 +电气化时代”，依靠 “工程师” 

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工程技术思维主导着苏联人的思维取向。 
一 时间，“工程师”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力量，这种职业也获得了政府和人民大众的尊重和羡慕， 

社会地位很高。从这种理路出发，我们不难看出拿 “工程 

师”来比喻教师职业的神圣性就不足为奇 了。而这种社会 

现象也正好验证了马克思的著名判断：“个人怎样表现自己 

的生活，他们 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 

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 

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 

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正是当时苏联片面重视发展重 

工业的物质生产现实，导致了他们将教师比作 “工程师”。 

“工程师”的工作对象是死的物质材料，与教师所面对的活 

的生命个体恰好形成了难以结合在一起的尴尬局面。 

通过以上的分析 ，“工程师能否塑造灵魂”这个问题的 

答案已经昭然若揭，塑造 “灵魂”主要需要的是人文关怀。 

我们说教师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思想的启迪者、道德的 

引路人、性情的陶冶者 ，不仅有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也有 

付出更多关爱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关爱， 

就在于 “爱的因素”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东西。俄国学者索罗金就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相当数量 

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已经证明，对 

于新生婴儿的生存和健康成长来说，最低限度的爱是绝对 

必需的。” 2 他还以例证说明了这一结论：很多新生婴儿被 

给予除母爱以外的各种需求品和照料，但他们大部分都在 

很短的时间内夭折了，即使在他们生存期间也充满了各种 

不健康的表现。这就充分说明了关爱对于人类健康成长的 

巨大作用 ，尤其对于承担塑造 “灵魂”的教师来说 ，就更 

应该对学生付出更多的关爱。 

三、教师职业的特点 

由教师能否成为 “灵魂”的 “工程师”这一问题，又 

进一步引发我们对教师职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 

赋予教师塑造 “灵魂”的 “工程师”这一美誉 ，实际上是 

对教师社会地位的认可和提升，同时也赋予了教师更大的 

社会责任，这就是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然而， 

人才的培养和成才过程绝不是一个设计与规划的机械过程， 

而是更多地灌注了人的情感的双向互动过程。因而，对教 

师职业特点的分析将有利于加强教师运用教学规律的意识 

和能力，将整个教学过程引向既定的教学 目标 ，从而在赢 

得社会尊重的同时，更好地完成社会赋予教师的历史使命 

和重大责任。 

首先，教师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 ，不是任 

由人类进行设计和规划的物质产品，人才的培养过程不能 

等同于产品的生产过程。这里，教师的工作与物质生产活 

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工作性质：一种是面对生命个体的、 

尊重个体差异的活的工作方式；另一种则是进行统一规划 

和计算的面向 “物”的死的工作方式。由于教师面对的是 

活的生命个体，就决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的单线式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 “主体际关 

系”。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始终要面对 “他者”的面 

容，注意来 自学生这一主体的反馈，进而调整 自己的教育 

策略。中国古人所说的 “教学相长”也正是对教师与学生 

互为主体关系的一种肯定。 

其次，由于作为教师工作对象的学生所具有的特殊性 ， 

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特殊工作关系。教师要与学生形 

成 良好的互动关系，针对学生 自身的特点和反馈调整 自己 

的教育过程，避免 “工程师”的硬性工作关系，赋予整个 

教学工作以更大的弹性和韧度。也就是说，教师与学生之 

间存在多方面的关系，教师既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 

又是了解学生内心想法和要求的贴心人，也是他们 日常生 

活中的好朋友。这样一种十分特殊而多样 的师生关系，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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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师的工作提出了一定的难题和挑战，也给教师做好本 

职工作、成为一名优秀人民教师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对于 

教师更好地驾驭教学过程、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提供了 

方法论上的指导。 

最后，教师特殊的工作对象与工作关系决定了其特定 

的工作目的，这就是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充分调动和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快速成才， 

成为一个有着健全人格和较高素质的人。所有教育活动的 

最终 目的归结起来，使学生作为人而成为 “人”是其最终 

的归宿，尤其是对现代的青少年一代来说，更应该努力使 

自己成为一个有现代教养的 “人”。要想达到这个看似简单 

实则较难的目的，需要教师充分注意和尊重学生的兴趣爱 

好和丰富的情感世界，并给予及时而积极的引导和鼓励 ， 

使他们始终感觉到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 “人”得到了教师 

充分的关注和重视，从而使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积极主 

动地朝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使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得 

到协调与全面的发展，最终使他们成为一个为社会所需、 

对社会有贡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 

班人。实际上，将教师工作 目的定位在这样的高度上，已 

经充分体现出教师职业的神圣性和复杂性，因为教师的工 

作性质和目的就是 “树人”，培养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之 

才。如果说我们的教育只是注重培养某种专业的人，那么 

这种目的就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任何教育都要承担在教 

育过程中使学生作为人而成为 “人”的育人使命。 

四、反思工程思维主导的现代大学教育 

过分崇尚科技进步的现代性已经将工程思维深深地植 

入到了人们的思想深处。不可否认 ，理工科的专业知识对 

于科技和工业的迅猛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理工科 

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薪金也呈现出十分乐观的势头，他们 

也由此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赢得了人们的认可和追捧， 

甚至社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 

下。”这固然与我国重视发展生产力和提升综合国力的总体 

目标有关，是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政策选 

择。但是，如果以工程思维来主导我们的大学教育，势必 

是对大学教育的阉割和破坏。“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对教师职业性质做出的比喻，我们不否认它道出了教师 

职业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发挥的最为重要的社会作用，但 

以 “工程师”塑造 “灵魂”显然是否定和迫害了人作为生命 

个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工程思维对人文世界的殖民化。 

工程思维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一种 

隐蔽而又强势的引导作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曾说过： 

“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师才是大 

学这座 “庙”中的 “神”和 “魂”。反观我国的某些大学教 

育，为了迎接教育部的教学水平评估，片面重视修建很多 

高大而设施完备的教学大楼，却忽视了大师的培养和塑造。 

我们说教学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学教育的硬件条件， 

然而却没有深入到大学教育的核心之处，即为塑造更多的 

大师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软环境。 

高校合并之风几乎吹遍了全国各大院校，而这种合并 

之风所带来的问题也 日益突出，既有管理层面上的，也有 

人才培养层面上的，我们着重谈后一个方面。高校合并使 

新组建的大学各校区散布于城市中的不同地点，再加上教 

师个人住所的限制，给教师的教育和教学活动带来诸多不 

便。教师为了赶上学校的通勤车，授课结束后便只能急匆 

匆地离开教室和学生，大大限制了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讨 

论，学生也如走马观花式地获得知识，对于培养学生善于 

思考和发问的创新精神和健全的人格力量都是不利的。 

大学教育本身意味着在教师的引导下开展学习和交流， 

与此同时，通过大师的人格魅力和良好风范潜移默化地影 

响学生，这就要求教师与学生之间在空间和时间距离上的 

拉近。中国古代圣贤孔子教育弟子的模式仍然对于我们今 

天的大学教育具有深刻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对话与交流成 

为孔子教育弟子的经常而有效的教育方式，而这是以空间 

与时间上的便利条件为前提的。虽然历经了时代的变迁， 

但是，我们仍不能否认孔子作为中国大教育家所取得的丰 

硕教育成果。尊重生命个体的差异性、因材施教，是孔子 

教育弟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现代大学教育使得教师难 

以获得便利的空间与时间，与学生之间展开面对面的探讨 

学问、做人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以工程思维为主导的现代大学教育已经暴露出了诸多 

的弊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缺少了生命个体之间的交流 

和关怀，难以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发挥更大和更持久的影 

响。为了更好地开办我国的大学教育和切实提升我国高等 

教育质量，反思由工程思维主导的大学教育可能是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而这与我们提出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吗”这样一个问题具有深层的理论契合性。如果我们重视 

到了这一深刻的理论根源，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国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为什么难 

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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