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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的知多少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讨论教育目的，必然论及自己的教育目的，又必涉及更基本的课程目的。本人曾
提出过以下六种教育目的：让学生更富有 （文化）、更智慧、更高尚、更高大；让学生在知情意

方面都得到发展；让学生走向真善美；让学生自己成为自己，一个超越了过往的自己，一个获

得了新的生命的自己；让本是人的人更会做人；让学生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走向道德境界、

天地境界。关于课程，多尔曾提出 “四 Ｒ”说，本人提出了 “五 Ｉ”课程观，包括 “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兴趣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直觉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质疑 （ｉｎｑｕｉｒｙ）、智慧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认为
“信息宽于知识，兴趣先于意志，直觉贵于逻辑，质疑重于聆听，智慧高于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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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当然是讨论教育目的，又必然要写自己
的教育目的、学习目的之类，由此亦必涉及其他；

而且自然会涉及更基本的课程目的。

教育目的是什么？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吗？

远不止于此，与之相关的目的，至少还有两种，

一种是德育体美全面发展，１９５６年 “美”字不见

了；１９９９年，在正式的文本中才恢复 “美”。

“美”的遭遇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教育自身。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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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而生，为美而长，为美而活，为美而逝， “美”

没有了，还会有什么呢？还有一种 “理论”，认为

美属于资产阶级，在苏联时期，在曾经的中国，

都曾如此认为，且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于是，我们常与丑打交道，与

自由、平等、博爱隔岸相望。未来的人可能难以

想象历史会是这样的，但历史学家会告诉人们：

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历史是顽强的，而历史学家

们代表了历史顽强的性格。

“德智体”是少了一个字—美；还曾多出一个

字—劳，称之为 “德智体美劳”。这是对劳动的误

解。我们社会对于劳动的误解以及由此而带来的

混乱真是多，到如今，未必都已澄清。提出要加

上一个 “劳”字的人，想必亦非凡人，他们为何

想到要加一个 “劳”字呢？后来为何又去掉了呢？

我对此未曾有过考证，也不打算再去考证了。我

要思考、要考证的东西很多很多，时间有限，必

须有所选择。

认为要加一个 “劳”字的，势必认为智力活

动、智育活动、美育活动、教书的人、教音乐美

术之类的人、通过科学而阐述美的人，都不在劳

动之列了。可是，明显地存在一个问题：这些人

不在劳动，又是在做什么呢？都是些游手好闲的

人吗？

还曾流行过一个口号———知识分子劳动化、

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一旦劳动化了，成了

劳动人民，就又要去知识化；劳动人民一旦知识

化了，“化”为知识分子了，就又要去劳动化。于

是，只能折腾来、折腾去，不断地化来化去。这

种问题，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话语，源于认为知

识分子是不劳动的，脑力劳动不在劳动之列。

这不只是概念上的、理论上的折腾，而且是

曾经的事实上的折腾，是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
期间的不停的折腾的一部分。现在生活中的混乱，

与理论形态上的混乱，混杂在一起。从８０年代初
开始的拨乱反正真不容易，混乱的现象太多。我

想，正本清源的工作还大量存在着，知识分子有

义务去正本，去清源，把源头厘清，把本来的东

西揭示出来，分清楚本与末，分清楚源与流。

一方面大力宣扬劳动光荣；另一方面，又拿

劳动惩罚人，把劳动当做耻辱。于是有了劳动改

造，简称劳改。中国还多了一种犯人，叫做劳改

犯；还有劳动教养，也是一种严重的惩罚手段。

早一些年，中国法界取消了劳动教养，这是进步。

我从心眼里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国家不断地进步，

这种进步意味着老百姓不断地从苦难中走出来。

我本人多次被劳动过，被认为是最需要在劳动中

改造的，但我有幸未曾成为劳改犯。一辈子劳动

着，却不认为是劳动着的，这种奇怪的事，历史

无法理解的事，世上其他国家难以发生的事，我

们这里曾发生过。如今，世界上还有一个白领工

人的美称，而我们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也能在今日

的中国成了一名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并肩而立。

以上一段文字写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６日，五天前
叫做 “五一劳动节”，被称为劳动者的节日。我不

知道，这也是不是我们的节日？我们不也早已被

认为是劳动者了吗？不也是白领工人吗？不过，

我宁愿这个节日主要归属于蓝领，归工人，归农

民。我们还计较什么呢？我们的地位已不低，文

化相当高，收入也相对可观，够了吧。至少，我

们的社会真正开始了劳动光荣的时代，终结了以

劳动为手段惩罚人的时代。

教育目的中曾出现的一个 “劳”字，让我浮

想联翩，扯出了这么多的话，还是要回到主题，

回到教育目的上来。从古希腊以来，到康德，一

直把体放在第一位。把德放在第一位，在中国也

很晚。德被片面理解的情形特别严重。仅举一例，

政治道德曾被树为第一位，可是，从政的人在全

人口中不到百分之一。与之相伴的则是空对空的

说教，管你愿不愿听，就这样念着、说着，不嫌

唠叨。

我很欣赏把体放在第一位的观点，体乃体魄，

是与魂连在一起的，魂在魄才在。

现在来说我本人提出的教育目的。仅我一人，

就提出了以下的六种教育目的：

———让学生更富有 （文化）、更智慧、更高

尚、更高大。

———让学生在知情意方面都得到发展。

———让学生走向真善美。

———让学生自己成为自己，一个超越了过往

的自己，一个获得了新的生命的自己。

———让本是人的人更会做人。

———让学生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走向道

德境界、天地境界 （此处借用了冯友兰先生的四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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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说）。

下面，我还想对教育目的的性质作进一步阐

述，并结合现代主义课程观的代表人物的课程理

念进行一些评论。１９世纪教学理论就在德国兴起，
但课程理论最先源于美国。博比特最早提出课程

概念，到上世纪中期，泰勒创立了系统的课程理

论，后来多尔称泰勒的理论为现代主义课程观，

而称他自己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具体来讲，

多尔所提出的理论可简称为 “四 Ｒ”，即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丰富性），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关联性），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回归
性），Ｒｉｇｏｒ（严谨性）。

其实，多尔并没有比泰勒走得有多远，他们

共同的特点是就知识而论课程，人不是主要关注

对象。针对他们课程理论的缺陷，我发表过包括

《人的课程》在内的一系列论文，还于２００３年出
版了 《课程与教学哲学》［１］。

无论是１９世纪德国人的教学理论，还是２０世
纪美国人的课程理论，都没有走到哲学，因为他

们都没有关于课程的形而上思考，也没有相关的

范畴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分析；但２１世纪初，有位中国人
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一工作较集中地体现在我

２００３年的著作中。
我想指出自己的工作与德、美两国学者在几

个方面的不同特点，我不忌讳言及我之更优，此

乃学者心态。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走了更远的路，

这学问怎么做下去？

一、我的课程哲学超出了知识本身，不是就

知识论知识，而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我的 “五

Ｉ”课程观的每一条都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由此
而确立该系统，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了

较为具体地论述，现对 “五 Ｉ”作一个简要的介
绍。以下所列，并非严格意义下的逻辑展开。

二、“五Ｉ” 即 信 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兴 趣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直觉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质疑 （ｉｎｑｕｉｒｙ）、智
慧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实际上是五句话：信息宽于知
识，兴趣先于意志，直觉贵于逻辑，质疑重于聆

听，智慧高于聪明。每一句话都体现了哲学上的

范畴，有对相关双方关联的分析，又不乏形而上

思考。

三、“五 Ｉ”中的每一项都直接关注到人，例
如信息宽于知识，这信息中就包含了教师在传授

知识过程中的态度、责任、信念、理想、事业心

乃至风度、气度、派头等，这都构成课程的内容，

都更与人直接相关。这里所列出的很多都可归入

隐性课程。

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是引导入门的。

兴趣也是可以培养的，在培养过程中也需要毅力、

意志的参与，然而，若始终没有兴趣，培养不出

兴趣来，那就很难走向成功了。兴趣这位老师的

作用可以下降一些，但不能完全告别；这位老师

还是自请的。

五、直觉为何贵于逻辑呢？人们对思维有不

少的二分法，例如，有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发

散思维属于创造性思维；又如，有归纳思维与演

绎思维，归纳思维具有更重要的价值；直觉与逻

辑相比，亦前者为创造性思维。我把直觉与逻辑

分别比喻为长头发和梳头发，头发都不长了，还

梳什么？实际上，逻辑是个小买卖，直觉才大有

作为。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也特别不容易。我对

此有过一些专门的论述，还可补充的是，多多开

玩笑，说笑话，有利于直觉能力的增强；诙谐、

幽默是一种气质的溢出，同时，它也伴随着直觉

的发展。

听过我课的学生，听过我学术演讲的师生，

似乎都认为我有诙谐和幽默。有学生还学我的派

头，有教师学我的幽默，不过，有人提醒他们：

这不是学来的，而是长出来的。没有适当的水分、

土壤、肥料、阳光，还长不出来呢。酒是酿出来

的，饭是煮出来的。

六、对于质疑重于聆听，我已有过众多论述。

聆听是必要的，读书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聆听，

能不好好读书吗？但要站在书上去读，询问着、

质疑着去读，对任何权威写的、说的，都需问一

问，问三问，问得越多，走得越远，学得越深。

不会质疑的学生很难学有所成，不能有效教学生

质疑的教师，也很难教有所成。

七、智慧高于聪明，这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

约定。词典上对聪明与智慧的界定差别不大，但

我觉得至少对于智慧的界定是不够确切的。古希

腊圣哲们把智慧、哲学与神话这三者几乎视为一

回事，它们是同在的，哲学乃智慧之学，智慧还

寓于神话之中，爱好智慧与爱好神话、哲学也是

同在的。古希腊本身就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

中心之所在，之所现，就在于他们为人类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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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我曾有过一个估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

是聪明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是智慧的，百分之

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人之中不一定有

一位天才。如果教育很好，尤其是有高水平的哲

学教育，智慧者的比例可以大幅上升。

我自幼喜欢理性思维，后来又自然地喜爱哲

学。数学的学习助我对哲学有了更深的感情。我

并不是在知晓了哲学乃智慧之学之后，才对哲学

有兴趣的。我甚至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例外，

而是认为此乃人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表现。什

么条件呢？内外条件和环境都有影响，然而，主

观条件最重要。人的思维、情感、意志都是可以

打磨的，都可以通过打磨而走向智慧。能否成为

天才，这就不必考虑了，有人说勤奋出天才，不

一定。那万分之一不到的人是怎么来的？勤奋的

人几十亿，万分之一便是几十万，世上有几十万

个天才吗？

至今，有七位同仁称我为天才，我小孙女听

说后，对她奶奶说：“只有七个人认他是天才啊？”

问得真好，童言逼真，也真不过就七个人吧。我

真也不这样看自己，有孙女的一句话，让我更

清醒。

黎利云博士统计有一百多人研究我。实际上，

最近十年来，关于我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的全

国性研究会已举行三次了，还有一些小型的。我

的研究本身不是为了别人再来研究我的研究；否

则，那是杂念，我真不可能去想那么多多余的事。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我的 “五Ｉ”思想已有不少
人研究并践行，究竟有多少人研究，我也没有去

统计过，我也决不会查询。如果有质疑我的，我

可能去关心一下，因为这对我的再深入有必要。

我很自信，也特别希望更多的人更自信。我的自

信包括自己相信自己不会对他人的有关质疑充耳

不闻。怀疑主义者不应当忘记反省，不应当忘记

了怀疑自己之所思所想所论，所言所行。

从古中国、古希腊的历史，到近代以来意大

利、英国、法国、德国直到美国的历史，都告诉

我哲学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人、一所大学、一

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为此，我当然深切地盼望自

己的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拥有发达的、高水平的哲
学，此乃一切可持续的全面繁荣发展的基础。

还要回头来再说一说泰勒的理论，他的理论

简要的说是四句话：确立目的，选择经验，组织

经验，反馈评价。通过反馈，看看当初确立的目

的是否实现。

他的理论明显地表现出目的先验性，目的的

单一性，过程的线性性。忽略了目的多元性、可

变性、经验选择和组织的多样性以及过程的复杂

性、曲折性。

教师的目的，不同科目教师的目的，学生的

目的，校长的目的，会一样吗？还有教育行政当

局的目的，文本中的目的，学生家长的目的，都

会一蹴而就地确立于当初吗？那些确立起来的目

的不会调整吗？早已达到了的，不需要把目的再

提升一下吗？有些达不到的，不需要降一点而硬

撑着吗？教学过程会直线地发展而不迂回吗？

前苏联的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是一个认识过程。

这种理论也传到了中国。不仅在教学中如此，在

学校教育中如此，在政界也这样认识，这样去行

动。每当要做某件事、搞某种运动时，就是 “思

想领先”，就是 “思想动员”，而且认为，只要解

决了认识问题，一切迎刃而解。于是，动员啦，

鼓动啊，宣传啊，特别被看重。相应地就还有所

谓占领舆论阵地、关键在于转变学生的思想，不

让资产阶级争夺年轻一代等等，不一而足。学校

里就搞灌输，说教，社会上更特别看重宣传。

在我任学校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那个时期，宣

传部长是陈达道，我的好朋友。我对他的一些建

议他都很愿意听取，例如，我建议他着力于介绍

优秀教师、优秀学生的事迹，介绍学校教学和科

研的情况，而不企图去改变别人的思想，相反，

应尽可能让师生的思想活跃。我从不认为有什么

资产阶级在那里跟我争夺青年。我最尊敬的老师

被一些左派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可是，在我心中，他做学问、做人都是我的楷模。

当时，与我有同感的教师，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只是很少有人公开出来对那一两位可爱的左派人

士说不，我可能算其一吧，我为李盛华老师点赞，

他身上闪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光芒。当然，

那时候我也就被归入青年教师中资产阶级的代

表了。

如果那么多贪腐分子只是一个认识问题，那

么，办一个学习班，讲一个小时的课，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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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里的钱不能装错了口袋；装到自己荷包里去

了的，立即退回。这样，反腐斗争只需一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了，还需要法律介入吗？还有必要抓

人吗？还会有周永康、徐才厚这样胆大妄为的高

官吗？国家治理多容易啊！

我身为教师，身为校长，一直主张以自我教

育为主，以正面教育为主，原因之一就在于教学

过程、教育过程远不只是一个认识过程。究竟是

什么过程呢？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知情意相互

关联的演进过程。人本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简

约化必带来不良后果。我不免为我们教学理论、

教育理论的落后而担忧。这决非杞人忧天，我现

实地忧郁着，并从自己做起，也努力工作着，尽

可能改善自己周边的落后状况。我问心无愧，数

十年来，我一直这样工作着。这一切当然与我对

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关，对人的理解，对无限神奇

的人 （尤其是学生）的理解有关。

我不只是努力扩展自己知识的广度，努力求

得更深厚的知识，我也研习心理学。既然我是用

自己对学生、对民族的热爱之情工作着的，又在

工作中百折不回，我更明白让学生的知情意在高

度的融合中发展该有多么重要。学会学习，不只

在学习思考；人的智慧也不止于知性智慧，还有

道德智慧、情感智慧，会哭、会笑。那样才能把

人本有的神奇、神秘充分发展起来，展现出来。

我没有考证过，但从时间节点上看，教师是

“人类灵魂工程师”这种说法来自前苏联，又传至

曾经的中国。这种关于人类灵魂的大话会出自哪

里？把教师比喻为工程师，把受教育者只作为工

程的对象，如此简单化的对人的理解，相关的这

种观念会出在哪里？在别人的灵魂上刻刻画画的

企图会来自哪里？想想我们社会还曾经有过的

“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恐怖口号，许多问题就可

明白了。

任何人，当然包括学生，其灵魂都属于自己，

如何去净化并在净化中更高尚也在于自己；教师

在旁边尊重、理解，并呵护着，关爱着学生净化

和提升自己灵魂的过程。

３０多年前，福建有一份杂志，叫 《教育评

论》，不知是什么起因，这份杂志刊登了我一篇文

章，正是批判 “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说的。很对

不起，有一些虔诚的教师，他们很相信并奉行这

一观念。记得当时就有一位中学教师，对我的文

章很反感。但我还是怀有一种愿望，愿我们的教

师关注学生、爱护学生的灵魂，但最好能知晓我

们教师与工程师的性质不一样。教师从事的是人

类最壮丽的事业，那些在学校受教育后成为工程

师的人，一般也会认可这一点，不会认为自己的

事业比教师工作更壮丽。

我并不认为凡来自苏联的都不好，今日和昨

天的俄罗斯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他们的艺术和体

育，他们的文学，他们的科学，都相当出色。苏

联时期的许多音乐我至今喜欢唱，如 《小路》，如

《共青团员之歌》，还如 《在那遥远的地方》（与中

国的同名歌曲很不一样）。只不过与意识形态有关

的一些东西，我很不喜欢；有许多观念，我不能

只是拒绝，还不可能不批判，学术批判无国界。

我认为自己在 “全面苏化”之时就是比较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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