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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化教育思潮及其当代教育价值 ①

李雅琼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人本化教育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在美国盛行的一种现代教育思潮。该思潮从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认识

论高度，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依托研究教育，注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自我实现。人本化教育思潮的源起及

其发展与其对应社会、理论和教育背景息息相关，该思潮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代表人物马斯洛和罗杰斯的教育思想蕴含

着丰富的当代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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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人本化教育的兴起
人本化教育思想的源起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特定的教育背景。二战后，特别是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美国，一方面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异常迅速，物质生活空前满足；另一
方面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教育，即主知主义教育，其本身弊端亦暴露无

遗。而在同一社会背景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美国产生并盛行，为人本化教育思想的萌发奠定了理论基

础。面对旧有价值的崩溃和人类精神的迷茫，面对传统教育的无助和败落，人本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毅然

踏上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风火轮”，再次高举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旗帜，主张通过教育来涵育人性，企求

通过教育对功利化、机械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于是，人本化教育思想应运而生。

２　人本化教育的主要特点
２．１　基于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现象学的认识论基础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又称为生存哲学。它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首先在德国出现，４０年代又在
法国流行和活跃起来的一种西方哲学思潮，是人本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主要沿袭了丹麦哲学

家克尔凯郭尔和法国巴格森等人的哲学思想。克尔凯郭尔的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非理性

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为存在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材料。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也是其重要

思想来源［１］。现象学是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奠基于１９００年。它是以
人为目标的崇高事业，通过对“纯粹意识内的存在”的研究，进而揭示人的生活界的本质，从纯粹主体性

出发达到“交互主体性”的世界。存在主义哲学提倡人的存在价值和自由选择，现象学哲学则强调把人

的心理活动和内部体验作为自然呈现的现象看待，重视现象或直接经验，从而回到事物本身。因此它们

二者为人本化教育思想的孕育奠定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和认识论基础。

２．２　强调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
何谓“完整的人”？在人本化教育家看来，这种人首先是整体的人，他们不仅在身体、精神、理智和

情感各方面达到了整体化，而且在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面也达到和谐一致。其次，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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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成过程中的动态的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成长需要，不断产生前所未有的需要，不断获取新经验和探

索新事物。再次，这种人是具有创造性的人，他们具有创造性地做任何事情的一种倾向、一种特殊的洞

察力、一种创造性的人格。人本主义教育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人的自我实现、完美人性的形成以及

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人本化教育家对培养“自我实现”的人的最终要求在于培养健康的人格，因此，

他们十分尊重人格教育。马斯洛强调：“自我实现的创造性首先强调的是人格，而不是其成就。”［２］在人

本化教育家看来，未来教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去培养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创造性人格特征

的自我实现的人。

２．３　提倡创造自由开放的心理氛围
人本化教育家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创造最佳条件即一种自由的气氛，以利于学生的“自我实现”。

罗杰斯强调只有当我创造出这样的自由气氛时，教育才能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教育。在人本化教育家

看来，这是一种个人中心的气氛，一种能使学生自由选择和接受挑战并表达各种体验的心里气氛。

３　人本化教育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３．１　马斯洛及其自我实现教育思想

马斯洛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人本化教育的杰出代表人物。

马斯洛的核心教育思想是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有两层含义：一是完满人性的实现。所

谓完满人性，是指人类共性的潜能，包括友爱、合作、求知、审美、创造等特性或潜能，这些特性得到了充

分的实现而没有被扭曲，因而自我实现就是完善的真正的任性的实现。二是个人潜能或特性的实现。

个人潜能或特性的实现是指作为个体差异的个人潜能的自我实现。

马斯洛最著名的学习理论是内在学习理论。他认为学习是内在的过程，教师的任务不是教学生知

识，而是为学生设置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自由选择，自行决定，在潜能的引导下实现自我。

３．２　罗杰斯及其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卡尔·罗杰斯是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教育改革家，同时是人本化教育最有影响的代表人

物。罗杰斯基于其自我人格心理学理论在教育中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格自我理论认为，人

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这一倾向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其最典型表现就是朝着“充分发挥技能”的方向

前进，即使人朝着成熟、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前进。罗杰斯从“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理论出发，认为心

理治疗的目的是促进自我的完善和人格的变化，同理，真正有效的教育也必须帮助学生发展积极的自我

意识，促进学习和个人潜力的充分发挥，使他们成为“功能充分发挥”的人［３］。由此可见，罗杰斯尤其重

视人性，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也是罗杰斯教育思想中的最可贵之处。

罗杰斯倡导的新型师生观具有颠覆传统师生观的历史意义。传统的教师角色是“传道、授业、解

惑”之人，而在罗杰斯看来，教师的角色是学习的促进者。罗杰斯认为，师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相互促

进的、情感性的关系，教师要以完整的人格、整体的精神，参与到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之中［４］。罗杰斯

的师生关系理论主张培养人性化的教师，这正是师范教育改革的方向。

４　人本化教育的当代教育价值
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改革、前进，当今的教育就以往而言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许多

不足。其一，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天性和需求缺乏人文关怀。写不完的作业和上不完的培训课夺去了多

少儿童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寒窗十年只为金榜题名的高考制度埋葬了多少青少年本该意气风发的青

春？其二，强迫学习的教育方式培养出被动的人。不可否认，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父母的期望而学，为了

老师的表扬而学，为了考上名校而刻苦地学。于是当终于踏进自由的大学殿堂，他们开始不知所措，当

毕业离校时，回首校园，他们发现除了一张文凭，似乎一无所获。其三，应试教育下培养的人才普遍缺乏

创造性。中国内地为什么迟迟难出科技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因为教育评价的单一价值取向促使绝大

多数人放弃个性，追逐“标准”，以适生存。其四，部分教师的人格异化和人性缺失破坏了教育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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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体罚事件、虐童事件、性侵事件等丑闻屡见报端，导致曾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的教师一职圣洁不再。诸如此类的教育问题不是经济发展就能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人本化教育缺失而导致的痼疾。总之，人本化教育无论在思想高度还是具体教育教学方法上，给予

当代教育很大的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

４．１　发现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
作为主知主义教育的反动，人本化教育的可贵之处在于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人本化教

育理论中，无不渗透着对人的坚强信念，比如人性善，人的本性高于天使；人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人会

朝着技能充分发挥的方向前进；人具有自我指导能力，人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

个完善的人。人本化教育重新回到古典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对人性进行了高度赞扬，成功唤醒了人类对

人性的尊重。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受教育者不能当作类似于产品的东

西被批量生产，而应作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人，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因此，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尊

重，每个人的价值都应该被肯定。

４．２　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机
马斯洛的内在学习理论打破了主知主义教育重外在灌输的教学传统，为人类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助

力理论。马斯洛认为，学习不是外铄的，而是内发的，即依靠学生的内在驱动，挖掘潜能，达到自我实现。

既然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机如此重要，那么教育就应该首先创造条件，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例如在

尊重学生发展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设计人本化的课程，创造自由开放的课堂氛围，建立和谐的师生关

系，使学生发自内心喜欢学习，进而在内在动机的驱使下完成自我实现。推而广之，只有为自己而活的

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苏格拉底早有断言：不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４．３　培养创造性人格和创新型人才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培养创造性人才。自我实现者是一种创造性的

人格，马斯洛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健全的人格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

理论价值。而罗杰斯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创新型人才，以及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可借鉴的意

义。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唤醒人的创新精神。要让学生学会怀疑、批判，才能学会创造。要让学生

与别人不同，以培养个性品质；要让学生有自己的主见，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不要盲目相信“权威”观

点，要让自己的思想绽放出亮丽的光芒，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地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４．４　培养人性化的教师
以马斯洛和罗杰斯为主要代表的人本化教育，要求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在以往的师生关系理论

中，无论是教师主导说，还是学生主体说，或双主体说，都是从二元论角度来论证师生关系的，二元对立

的师生关系往往是教学的一个条件，而不具有教育意义。人本化教育提倡的和谐师生关系，是一种真

诚、关注、理解的人际关系。在这对关系中，教师作为促进者，对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发挥着重要

的引导作用。人本化师范教育主张培养人性化的教师。所谓人性化的教师，就是强调培养师范生具备

同理心、积极的自我观、对人信任、促进别人成长的动机以及真诚等品质。

人本化教育基于对传统教育的批判，重新发现和弘扬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教育领域的一大革新

和进步。虽然该教育思潮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其经典教育观点在当代仍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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