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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转型时期，存在许多道德失范现象，在诸多道德失范现象中，最主要的有两大道德教育困惑难题：一

是专业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矛盾更加凸显，二是特殊教育与一般教育的矛盾日益加深。本文对这两大难题进行了初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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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我国教育面临

着严峻挑战。让教育家们感到忧虑的是，19 世纪瑞士

著名民主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所提出的教育本身的矛

盾，即专业教育的必要性同人作为道德生物之间的矛

盾以及为使人类适合于特殊生活情况的教育和使其

适合于人类一般情况的教育之间的矛盾，在教育实践

中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裴斯泰洛齐所关注的教育本身的矛盾，同法国著

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关注的问题是相同的。他在博

士论文《劳动分工论》里指出：“机器工业的发展越来

越要求细致的劳动和职业分工，在这样的条件下，怎

样才能使掉入专业化陷阱的人在精神和道德的层面

保持协调和一致，进而使社会保持整合的状态呢？”［1］

在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讲台上，道德教育的课程

并没有消失，但对道德教育的兴趣和热情却被功利主

义、实用主义的倾向所淹没或扭曲，这是真正的精神

危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忧心忡忡地表述了

这种危机的后果：损害共同的信仰，降低道德的价值

就必然会侵蚀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导致失范或一种无

意义无规范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不知所措，

在主观上产生那种令人痛苦的怀疑：生活终究是真正

无目的或无意义的。

一、专业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矛盾更加凸显

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具备劳动的专业技能，专业技

能的培养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

业机器生产，不仅要求工人数量多，而且专业技能的

质量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越来越高。研究裴斯泰

洛齐的专家阿图尔·布律迈尔指出：“诚如《圣经》所

言，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物质富裕对许多人来说

意味着危险，他们的固有人品蒙受其害。裴氏作为一

个思想家，清楚地看到，物质富裕必须伴以教育，使年

轻人自觉地发展道德生活。仅有富裕而没有人性品

格，势必将人引至新形式的被奴役状态：人变成了他

自身利已主义的奴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人

必须被教育去过一种道德生活（裴氏语），即在一切方

面都感到自己对真理、对爱都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裴氏向人们昭示了基本准则，人们应该依此接受

教育，藉此可培植自己的品德。”［2］“在动物的自我保

存与人的自我保存之间有什么区别？”裴氏得出的结

论是，人类通过不加制约地满足其动物性欲望的办法

来达到自我保存的目的，恰恰是不可能的，相反，人类

的自我保存必须建立在遏制其动物性欲望的基础之

上。人们还须记住，裴氏是从根本上对人的较低天性

（动物的）与人的较高级天性（人的）加以区别的，并阐

明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人的较高级天性对较低

天性占优势时，才可能以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方式

生存下去。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克

服人的自私自利性（利己主义），人才有继续生存下去

的可能。”［3］“裴氏不仅强调道德状况的独立性，同样

十分强调高级人性中‘内在的、神圣的本质’，正是这

种本质才能使道德状况的独立性成为可能，并说明其

合理性。如果说，社会状态应为个体的人带来满足的

话，那么个体的人就必须超越自身无能的动物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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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人的权利建立在比较高级的人的天性的基础

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动物天性的基础之上的。”［4］

从阿图尔·布律迈尔对裴氏教育与道德思想的研

究中不难发现，专业教育的必要性仅仅是人作为一个

求生者的较低天性的活动，用裴氏的话说就是“半人”
教育，是片面发展、畸形教育。裴氏认为“人必须被教

育去过一种道德生活”，这是建立在较高级天性基础

上的生活。裴氏认为，“整个教育的中心问题在于形成

人的道德，必须使人的动物性受到道德的支配。”［5］这
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裴氏的专业教育的必

要性同人作为道德生物之间的矛盾，实质反映的是封

建社会末期与资本主义初期现实的“半人教育”与理

想的道德的“全人教育”的矛盾，即现实的“半人教育”
是非理想的道德教育；理想的道德的“全人教育”又是

非现实的。这一道德教育困惑难题从裴氏开始至今还

困绕着许多教育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

二、特殊教育与一般教育的矛盾日益加深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封建主、资本

家的子女才有权接受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中产阶级也只能接受初等教育，至多中等教育。至于

广大贫苦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子女不仅无法接受中、高
等教育，就连初等教育也无法接受。实际上，在封建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情况的教育”实质上是富

人、贵族的教育，广大贫苦农民、工人子弟因迫于生计

无钱入学接受教育。裴斯泰洛齐从小接近贫苦农民大

众，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提出“特殊生活情况的教

育”，强烈主张让贫民也接受教育。他提出：“要想使劳

动民众从知识不足、道德沉沦中解放出来，获得较好

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让他们自幼年起进学校受

教育，使个性与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能自己起来挽救

自己”［6］。“裴氏主张教育必须成为所有人的财富，使

所有人都得到必要的教育”［7］。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具

有一些本身能发展的力量，而且每一种能力都具有从

不活动状态变成充分发展的力量的倾向，教育的目的

在于依照自然法则全面地、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

力量。他认为，教育应该具有机会，做到智育、德育、体
育的一体化，使“头、心和手”［8］都得到发展，教育者的

首要职责在于塑造人。他十分强调教育在儿童发展中

的作用，但认为教育应遵循自然，教育者对儿童施加

的影响，必须和儿童的本性一致，使儿童自然发展，并

把这种发展引向正确的道路。
从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主

张“教育必须成为所有人的财富，使所有人都得到必

要的教育”，即全民教育，而现实中只有富人才享有教

育的条件、机会，广大贫苦农民、工人子弟得不到教育

的条件和机会。现实教育即一般情况的教育与理想教

育即全民教育（当时特殊生活情况的教育）形成了一

对尖锐的矛盾。裴氏主张的全民教育的目的：一是过

人的生活，即用德性支配动物性；二是全民发展，反对

少数人发展；三是全面发展，反对片面发展；四是他认

为资本主义时期谋生方法由“自然”方法被大工业“人

为”方法取代，广大贫苦农民必须接受教育，使他们有

更多的收入和更广泛的商品选择的机会。他把全民教

育与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化社会联系起来，把住了时

代发展的脉搏。我国目前大、中、小城市的教育相对发

展较好、较快，广大农村，特别是边、少、贫地区则相对

滞后，“为使人类适合于特殊生活情况的教育和使其

适合于人类一般情况的教育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突

出，需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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