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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的危机》倡导本真教育的回归。
本真教育就是以人为目的的教育。
这种教育不是知识教育，更不是考试教育，而是陶冶。
陶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心灵、心智与情感的养成。
一个人不是有知识，会考试。
能拿到重点大学的文凭，就有了高尚的心灵、心智和情感。
真正的教育，是对朴素人心的赞美；对优秀公民的培养；对人性高尚的感召。
这样的教育从生活出发，反对教条，它引领学子关注身边的事物；这样的教育，总是通过对知识的反
省获得知识，通过对人生的反省回归传统、回归常识、关注民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的危机>>

作者简介

　　李森，1966年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
当代诗人、作家。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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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活着，无望的罪责与羞耻（代自序）教育有无本质可言知识化模式复制的危险教学计划与“原点”、
“原典”教育可怕的计划与规范建设有控制的理性之必要有限度的教育以点带面的教育素质教育的误
区知识爆炸对教育的负面影响本真的教育即常识教育本真教育的回归呼唤伟大的教育家和仁人志士苍
白的心智教育即心灵和心智的养成在伟大的心智中也充斥着“谎言”“无用”之用和“有用”之用教
育管理失败的八种现象教育与人文人文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环境学校的尴尬境地把所有人都培养成优秀
人才是一种梦想大学最重要的教育职能是把个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学校首先要尊重长期在校工作的优
秀人才打着引号的真理教育与社会体制可怕的学术：反省“创新”艺术教育的堕落强调基础训练不是
继承教条教育管理的约束机制教育要培养人的羞耻感教育与自我的实现教育公正过分重视科技教育导
致本真教育的衰落教师的责任学生不是被灌输的容器教育与习惯的养成教育引导“新人的诞生”教育
与社会生活文学史教科书：知识和才情的堕落统编教材的问题教育评价的难度谁制造了科研成果泡沫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培养公民是当代教育的核心任务包豪斯的理想、教育理念及其负面影响大
学之道、大学生活与我们的人生缅怀都市中的传统中国大学精神的失落论帖括之学小议鲁迅与胡适作
文哀散文和谐社会之建立与杂文之繁荣《鸟天下》自序教育是我们的责任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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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有无本质可言　　许多教育理论爱好者都给教育下过定义，阐述了教育的某种本质。
这种雄心勃勃的论说习惯受到了庸俗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爱好写教材者的通常做法。
好像在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什么事情，什么行为过程，什么观念，都能找到一个本质似的。
这是一种理论的妄想。
　　其实，在语言所能达到的范畴之内，许多命题，许多范畴是找不到一个恒定的本质的。
教育也是一样。
教育如果能找到一个恒定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本质的“提取”，将教育过程程式化，
制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并将这种准则一劳永逸地推广适用。
然而，自古以来，教育就没有找到过这样一个准则。
人们关于教育的争论还在持续下去，并且永远会持续下去。
因为教育是关于人的教育，人是复杂的高级动物。
在人的身上，负载着各种文明因素、文化内涵和障碍。
任何一种文化都可能创造人，也可能成为人的障碍。
特别在一个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这种障碍对人的本真存在和价值几乎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教育对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是人的本真价值和自我实现的契机，同时也是毁掉人的一个过
程。
这就是本真教育所处的两难境地。
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理论和行为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对此问题进行永久的探讨，以使教育成为启迪人的智慧的一种重要能力。
　　也就是说，教育是没有本质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和理想预设一个本质，然后，在我们不断努
力的实践中接近这个本质。
这个本质的核心，是对人的心灵和心智内涵的建构和反省。
这个过程充满着危险，也吸引着人不断去探索。
人的成长有许多未知因素，但是，人总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控制成长的过程。
教育有养成美好人格的雄心壮志，不过，人的成长往往使教育处于尴尬的境地。
教育过程也可能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主要表现在技术性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方面。
但多数情况下，教育的理想往往在个人身上以失败而告终。
　　约翰·杜威说：“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
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
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
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曾经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
他就成为一个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
世界上最形式化的、最专门的教育确是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
教育只能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向，把这个过程组织起来或者区分开来。
”　　约翰·杜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可即使这位赫赫有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没有清楚地意识
到一个人在分享人类传承下来的集体智慧时，也会走向自我的异化，将一个人变成文化怪物。
这种异化，时刻在诋毁教育的所谓本质，将教育活动引向茫然和未知。
不仅如此，一个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群体，也会以其群体行为将教育本身异化或者将教育逼到尴尬的境
地。
　　由此观之，教育如果有一个本质，多数时候都表现为教育被控制或教育主动实施控制的本质。
教育的真伪是很难甄别的。
这就给教育被时代或集体利用创造了可能。
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或实施教育，将教育变成一种权力。
权办从来都是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
谁掌握了教育权力，谁就掌握了教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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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体掌握了教育的权力，这个群体就成了教育的利益集团。
这是现代教育公共权力走向集权化使本真教育必然走向堕落的悲剧。
公共教育权力集权化，必然导致教育管理的工具化、程式化、教条化。
教育的公共权力越大，自我教育的可能件越小。
如果自我教育在教育活动中缺失，那么，教育就会荒废。
那种书院式的、人和人心灵彼此互相启迪的教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只有人与人互相砥砺和理解的教育，才可能接近教育理想预设的那个本质。
凡是人与体制互相对抗或互相左右的教育，都会使教育活动远离本真教育而走向衰落。
体制化教育的理想，是使教育活动整齐划一，因此，整齐划一就被视为教育的本质——至少也是本质
属性。
　　是故，本真教育既不可能有一个恒定的本质，也不可能有十足的可靠性。
　　任何教育活动都应该被怀疑，任何被视为正当的教育经验或事实，都应该被严肃地反省，这是教
育研究可能创造意义的一个基本立场。
　　知识化模式复制的危险　　人文艺术教育从师父带徒弟式的作坊里，走向公共教室，完成了一个
从综合性的人文与艺术熏陶式的传统教育，向工具理倒式的技术、知识复制的教育过渡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实现有其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社会分工使学校教育越来越独立，规模越来越大，模式越
来越单一。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浑浊不清而又普遍流行的教育理念中，政府或教育实施机构骨子里对标准化教育
横式的理想追求，本身就潜伏着对一劳永逸的教育体制的渴望。
这种渴望导致的各种理论、行为、实践模式的建立，是理性的“主义”“爆炸”和泛滥的必然结果。
当然，来自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人口膨胀，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膨胀，使教育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又比如，工具理性在社会管理中的普遍渗透，人文环境的恶化，宗教和信仰对社
会调节作用的退化等等，都对教育实践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社会越来越重视工具化管理，这本来不无合理性。
可是，管理有其自身的界限，超过了限度，就会事与愿违。
管理并非无所不能，比如在人文精神领域。
人们怎么能实施管理呢？
但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社会机构对个人人文隐私实施管理的抱负，从来也没有间断过。
在君人专制时代，人们对特殊语词和言说系统的避讳即是证明。
因为人文隐私的外在形式，即表达和表达系统的隐私。
　　教育知识化模式复制的根源，是技术主义衍生出来的工具理性在人文和管理领域的泛化。
社会管理机构渴望管理的简单化，以此为出发点实施管理的工具化。
这种理想的实施即导致了教育管理在知识化层面的复制。
可是，人们忘记了对人实施教育和管理．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任何被知识化、工具化的管理模式，都在理论和操作上有着先天的缺陷。
按照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思想，知识是人们的统觉将单个事物纳入整体而形成的系
统，任何事物一旦被知识化，就可能陷入经院哲学的逻辑框架。
从这一点上讲，知识的可靠性以及知识被复制的价值，从来都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只有中等以下的人才，才相信知识的绝对权威；也只有中等以下的人才，才被知识隐含的权
力改造成工具或愚蠢的人。
　　教学计划与“原点”、“原典”教育　　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关教育的计划是完美的，今后也不可
能有。
人文艺术类的教学计划更是如此。
人文艺术类的教育直接关乎个人的心灵、心智和情感。
这样的教育从本质（如果有的话）上来说，是不能通过严格的计划去实施的。
任何计划对知识和智慧内涵的分割、引申、操纵，都会对精神存在状态的混沌性和恒定性造成伤害。
在这样的教育活动中，计划越严密，可能越远离个人和群体存在的本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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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针对所有人的严密的计划，都要求把人对象化为一个可控制的整体。
可是，最优秀的人才从来都不是教育活动可以规约的。
有一位先贤说过：教育，只能教中等人才——天才不可教，白痴教不会。
这是透彻之论。
那些被工具化了的人格，那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异化了的心灵和心智，是很难理解这种高论的。
当然，无论天才、中等人才，还是白痴，都可能有其心灵的淳朴性，也可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或者
被文化改造了的恶的因子在驱使着人的德性和情操。
这是人的复杂性的表现。
　　还是伟大的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得好：“按照理智的判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计划：一种是在
特定情况下不可缺少的细节安排，另一种是对一个无法达到的整体进行全盘计划，后一种计划是会造
成灾害的。
与此相应，我们也可以分辨出两种活动，一种是在人类能力范围内的自由施展，另一种则是在虚构的
空间肆意妄为。
”（《什么是教育》）　　诚然，我们也的确需要雅斯贝尔斯说的第一种计划，即“在特定情况下不
可缺少的细节安排”。
教学计划中被事实证明为最好的，比如西南联大的教学计划，都是从具体的点开始去理解那个预设的
所谓科学、学科的范畴或“世界”的整体（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一是国文读本，二是国文写作，三是专书选讲。
其中，国文选读和国文写作占了计划的绝大部分）。
而失败的计划，都有一共同点，即反过来从整体到局部，追求一种假大空的伪命题、宏大命题。
这种雄心勃勃的教学计划，必然导致以宏大叙事或宏大理论为依托去构建虚妄的知识或体系。
这或许是人类的集体心智对存在一个“上帝”的隐含前提的猜测，也是人类自身脆弱、无知、无视常
识的表现。
　　任何教学计划的修订都有个人的、或集体的意识前提的引导，即便是最拙劣的计划，也有拙劣的
意识前提的引导。
在当今的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鉴别一种计划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看这种计划对知识的态度。
在人文艺术领域，过分相信知识可靠性的计划，相信知识及其权力的计划，是远离淳朴人性和人道的
本真价值的。
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在培根的时代是伟大的，但在知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知识被工
具理性主义神化了。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工具理性主义就是无条件崇拜知识的“主义”。
这样的主义在培根时代或可值得推崇，但在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是需要有
识之士悉心警惕的。
所有的知识都必须进行反省，这是维护人格和人性自由尊严的一个出发点。
　　一个好的教学计划肯定是符合人性的，同时也是反省人性的。
人的异化使人性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
在学习过程中，所谓的人性内涵，无非指有知识选择、反省、创造的自由。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教学计划，能引导教育活动尊重人的基本人格；能引导人主动去学习古老的精神
文化传统，养成尊贵的人品；能通过知识和智慧的启迪，把正义那样的光荣与梦想注人人的心灵；能
使教师和学生对社会滋生爱和责任，而不是导致恨和失望。
　　一个不好的教学计划，说小一点，就是败坏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的心智、心灵
承受被控制、被改造的压力；说大一点，则会导致学生放弃处世的真诚，实质上丧失对人和社会的信
任，玷污理想主义和对理想的尊重。
　　就目前国内教育状况来看，制订或修订教学计划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反省知识、反省学科、反
省课程对本真的知识和智慧的遮蔽，回到本真知识和智慧发生的原点，把教育活动从被引申、被泛化
、被肢解的所谓学科、知识、课程中，引领到人、自然和常识的浑朴状态中来。
这种引领是反向的回归，而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改头换面与所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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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论的语境而论，就是要引导教师和学生回到圣人、圣哲们创造的原典中去，使个人的心灵和心
智在伟大的原创精神感召下，重新发育，重新建构人之为人的德性、理智和激情。
因为伟大的圣人、圣哲们创造的原典，就是人类文明的原点，即出发点。
也就是说，原典，是从原点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倡导的原点（典）教育，事实上就是一种回归的、反省的、出发点的教育。
　　圣人、圣哲们创造的原典，不仅是人类的个人和集体心灵、心智的原初建构，也饱含人类智慧创
造的激情和人类对自身的怀疑与自信。
因之，所有伟大的思想中，都包涵着怀疑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因素。
在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人身上，都有着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双重身份。
　　当下中国大学的人文艺术类教学计划里，普遍充斥着某某学、某某论等泛化的、衍生的知识。
教师们纷纷创立某某学、某某论，自称祖师，去填补“空白”。
这些泛化的、衍生的知识。
远离原点和原典，不断地搅乱着人们的心智中宁静的自由和秩序，把人变得越来越“繁杂”和虚弱，
严重地矮化、奴化了人心。
即使不是某某论、某某学，也是“诗歌研究”、“散文研究”、“小说研究”之类的空洞的宏大叙事
理论，讲授的是一些什么概今概论之类的知识或伪知识，而很少有教师系统地关注作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背负着建构新的人本主义历史责任的有识之士，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知识主义钳制
人心和人的创造力、人的情操的状况。
　　可是，最可悲的是，无论在任何一所学校，要倡导原点教育都面临着许多难题。
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问题，多数人已经忘记了教育本质上是人的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
创造，特别是人文艺术的创造，本质上是养成人的情操和人格的创造，而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知识体
系的创造。
再者，要从原点和原典出发，实施教育活动，首先要求教育者要有很高的人文修养、素质和情怀，而
无论哪一方面，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师所欠缺的。
人文和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随着人在知识主义中的异化和人的心灵苍白化，心智的矮
化，这种来自原点的创造力、激情和人格堕落了。
基础教育以考试训练为核心的模式，是这种堕落的根源之一。
要使教师和学生都回到原点去，双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文化的、心智的、素质的障碍。
这样说或许有失偏颇：许多老师和学生，包括那些经费投入巨大的名校的老师和学生，对追求真理似
乎几无兴趣和激情。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么？
事实上，在很多事情上，原因和结果就是同一件事。
　　下面是西南联大史料中的两个文件，此引为附录。
一个文件是有关教学计划制定思想和办学理念的，即《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
题呈常委会函》；一个文件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9—1940年度）》。
也就是一封信函，一个教学计划。
《呈常委函》虽是个普通的文件，但联大的教务会议对大学之道的深透理解、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知
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跃然纸上。
我们看到，联大“刚卓坚毅”（校训）的精神，在教授和管理人员的心中，是神圣的并必须赋予实践
的。
不像如今有的学校的校训，说得非常好听，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了真正的谎言。
　　联大的教学计划，就是“原点”和“原典”教育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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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的危机》倡导本真教育的回归。
乐观主义者对教育的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教育能够丰富个人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教育在发展中遇到了诸多阻碍，教育在丰富个人生活、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力量有限
，教育自身危机重重。
1983年，美国对教育危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80年代中后期，我国教育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开展各种教育规划工作。
国内有教育社会学学者认为，教育危机是教育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甚至与整个社会长期而又严重的
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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