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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觉的发生机制与主体责任 ①

赵利明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教育自觉”的概念缘起于“文化自觉”，教育自觉建立在实践、反思、对话的基础上，通过教育主体觉醒、教

育“先觉”带“后觉”、教育总体性觉醒的初成、教育自觉对于教育主体的反作用这样一种回旋上升的过程，不断促进教育

活动向着更加真善美的方向发展。我国教育学的独立地位得不到重视，多元文化下的价值选择困难致使我国没能出现

大范围的教育自觉，而社会、家庭、个体的共同努力是实现教育自觉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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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部分参与教育活动的主体依然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对于教育的本质目的缺乏深刻的认

识，在实际教育情境中，出现了一些偏离教育原意的现象，本末倒置的状况叠出。比如，某小学为了应付

上级检查，让学生进行体操演习，本来是为了促进学生身体健康的举措，却导致数以十计的学生感冒；教

育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的健康幸福，而如今为了分数甚至不惜牺牲学生的健康；所教的知识，在某种程度

上，对学生的幸福没有任何价值，这都是教育自觉缺失的表现。本文将从教育自觉概念渊源，我国没有

产生大范围的教育自觉的原因，教育自觉的发生机制和发展过程，以及教育自觉的群体责任四个方面进

行论述。

１　教育自觉的概念渊源
笔者所定义的“教育自觉”假借自费孝通１９９７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

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费孝通将“文化自觉”定义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

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１］教育自觉与文化自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有教育问题归根到底

都是文化问题，教育自觉依赖于教育者对于文化的反省，“文化自觉是教育自觉的核心意涵”［２］。

从“文化自觉”引申到“教育自觉”的研究，前已有之。如郭喜勇、刘玉新所作的《从教育自觉走向自

觉教育》一文，即是受“文化自觉”概念启发而提出，也认为“教育自觉”是“活动主体积极主动地排除种

种干扰，克服重重困难，朝着发展人、提升人的教育终极目标，积极主动、心甘情愿行动的教育品质”［３］。

另有学者认为：“教育自觉，既是对中国教育传统、中国教育特色、中国教育问题的自知之明，也是对当

今世界教育背景、世界教育主题、世界教育趋势的深刻理解，在此基础上，经过自主适应、综合创新来构

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４］

前人对于教育自觉的理解的角度，一者是从国家的高度大范围的把握；一者是从一种教育品质的角

度说起。笔者认为，教育归根结底，最终要回到“人”本身。因此，笔者将从参与教育活动的主体角度来

分析教育自觉。将教育自觉定于为教育领域的所有参与者，对如今教育现状的清醒认识，明白教育的过

去（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具有的价值，以及将我们带向何方，特别是各种教育制度与在于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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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具体背景之间发生怎样的联系，以明白如今社会该具备怎样的教育观念。同时，作为参与教育领域

的主体，能够在实践反思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教育抉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摆脱盲目和无意识的教

育与被教育。

２　我国教育主体教育自觉缺失的原因
２．１　教育的独立地位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我国的教育长期处于政治经济的附庸地位，其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几年，教育界出现的

教育“去行政化”“教授治校”，正是对教育独立地位的呐喊。湖南学者张楚廷也提出，书本上把“教育要

适应社会”“教育要必须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等“适应”当作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总是把自己

摆在从属的地位、适应的地位、服从的地位、被动的地位、受制约的地位。虽然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分

支，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然而一味的强调自己的从属，而不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主体性

必然弱化、虚化教育本身的作为。

２．２　教育主体受到经济压力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拜金主义，人们越来越多

的关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的收入，而对真正的精神方面的关注越来越少。由此而来的是对于教育者和

被教育者的压力。社会对于经济收入的关注，使得人们开始将找个好工作、挣一份丰厚收入作为教育的

首要目的。而教育的原意在与现实利益的拉扯中逐渐变了形。教师为了经济利益，宁愿做一个知识贩

卖者，一些教师上课不进行教学，下课强迫学生到自己指定地点补课，这样的做法本身就已是教育形象

变形，更不必说去做到自我的觉醒，去激励别人。“教育主体受到资本逻辑形而下的单向度魅惑和在文

化霸权重压之下的沉沦”［５］。

２．３　文化自觉没有充分的实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了冲撞，可以说到８０年代，传统文化已然失去了其在思想界的

统治地位。这时以后，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不断涌入我国文化圈，特别是后现代思想的冲入，一些似是

而非的观点，困扰着我们的国民；而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正统文化，部分因为太过于抽象，脱离了群众

生活，因此也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文化是教育的底色与核心意涵。文化选择的迷茫，必然导致

教育上的迷茫。这样，教育自觉就难以大范围的出现。

３　 教育自觉的发生机制与发展过程
教育自觉如同文化自觉，建立在实践、反思、对话的基础上。如毛泽东所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教育自觉的产生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形成。教育实践中教育主体的失位是不能出

现教育自觉的一大原因。失位的表现为教育者对于被教育者缺乏热忱，对教育事业缺少热情；被教育者

被动的受教。实践之后是更加重要的教育反思。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理性思维已经在西方国家得到很大的普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理性思想涌入

我国，部分国民经历了一场理性的洗礼，然而，仍有国民或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

或是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后，毫无思考的就接受，全然不顾“南橘北枳”的地域差异。

人们认识水平参差不齐，教育自觉也会出现教育主体性觉醒、教育“先觉”带“后觉”、教育总体性觉醒

的初成、教育自觉对于教育主体的反作用这样回旋上升的过程。所谓教育主体性觉醒是指教育主体在教

育实践中，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了归属感、掌控感，对自身价值在教育活动中获得体现的满足，对于

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最终目的等有了正确的清醒的认识，并对教育活动中一些弊端嗤之以鼻，并已下定

决心做出自己的努力。第二阶段就是首先觉醒的主体，开始对于发出“黑屋子里的呐喊”。在社会群体获

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后教育自觉就进入了第三阶段———教育主体总体性的觉醒。然而这不会是结束，教

育自觉成为已经觉醒的主体的内中“不安分因素”，催促着教育主体由“善”向“至善”不停迈步。

４　教育自觉的主体责任
正如原因中所提到，我国的教育自觉之所以没有出现是与社会背景大环境相关的，然而，这不应成

为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推卸责任借口。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更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来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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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教育自觉“摇旗”“呐喊”，同时，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分析社会各界的责任时，笔者主要从

社会、家庭、个人３个方面来论述其在教育自觉中的责任及做出一些积极的尝试。
４．１　社会在教育自觉中的责任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走向。社会风气由个体所造成，同时也极大地

反作用于个体。社会上的各个团体应该关心教育，关心国家的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大的问

题就是网络，如今的网络上充斥着暴力、色情等信息，这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社会的教育

自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上公司能够在经济利益面前，也考虑一下教育价值。社会在人才引进的

时候，更多的关注学生的能力，而不是将名牌重点作为敲门砖。

社会的教育自觉，也在于对于教育情境的直接参与。如大型教育纪录片《盗火者》中所提到的。收

获杂志主编等一批社会人士在对于当今的语文教学不满的前提下，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与探讨，催促着语

文教学改革，而真正的改革都是从民间开始的。

４．２　家庭在教育自觉中的责任
家庭在教育情境中的责任，首先，体现在家长对于教育的关注。部分家长在教育情境中，常出现的

一个误区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不关注，以各种理由推脱，认为教育是老师的事。其次，家长不会教也是

一大问题。父母往往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殊不知孩子从来不是父母的“续集”。父母不应该完

全为孩子设计未来，而应该教给孩子自己撰写的方式。重要的事为孩子设计一个环境氛围，一个能够促

进孩子觉醒的氛围。

家长们的口头禅“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并没有错，错的是对于起跑线的理解。真正的起跑线

是家庭的环境。家庭环境是一个人最为重要、对人一生影响最深的环境。家长处理家庭之间的关系是

孩子学习与他人相处的绝佳时机。家长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也会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父母为孩子

营造的环境积极健康上进开明，孩子耳濡目染，自然就活泼开朗健康。因此，家长的教育自觉要从营造

家庭氛围开始，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止。家长如果想让孩子健康成长，就应该做到以别人的孩

子与自己的孩子无二，特别是社区中，关爱其他孩子的健康成长，就是对于自己子女的关注。

４．３　教师与学生在教育自觉中的责任
教师应该不忘献身教育的初衷，深刻理解教育的原意，将“自觉”“觉他”作为教育活动的基础。在

教学、生活中为学生创造觉醒的机会，尤其是让学生明白受教育的目的，以摆脱盲目，实现学生对自己命

运的掌握。

学生也应在老师、家长的引导下，思索生命的意义，教育的目的。自觉地加强对“人”“生命”问题的

积极关注，并在实践中深化对人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的理解，教师的自觉必然会在教育情境中将这

些觉醒了的意识渗透入学生的生活。而学生则应追随教师的思想，并独立地去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追求自身的独特价值，而非盲目跟从别人进行重复的工作。像放弃北大转读技校的学生周浩，能够

面对自己的教育环境做出经过自己反思后的教育抉择，就是教育自觉的表现。教育自觉绝不是放纵，不

是随意乱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

学生在觉醒之后，应该更加急迫的学习教育知识，以对教育有更深的认识。并且作为觉醒者再积极

地去唤醒更多的人。

５　结语
教育自觉不仅是思想意识层面的认识，更应成为教育主体的共同行为准则。在当今的教育领域，参

与教育情境的主体，应结合自己的教育环境、对象重新深入思考怎样的教育才算做到了对旧教育的“急

刹车”，走上真正的“人的教育”之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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