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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视域下主体发展充分性的阙失与重建 !

胡幸!王帅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3*$$2%%

摘5要!发展不充分"即某类发展的欠缺和薄弱! 纵观教育领域"教育主体的发展同样也存在发展不充分的弊端(教

育长期对-知识人.的塑造并没有发展主体的深度感知力与反思批判力$与此同时"对知识与学业成绩的过度强调与关

注使得主体的身体管理弱化#情感发展异化! 基于此"教育应实施深度的知识教学"引导主体进行深度学习"以形成深度

思考能力$重视身体与体能训练"增强主体的身体管理能力"以造就身心融合的主体状态$给予情绪与情感关注"塑造主

体的生命关怀力"以实现个人情绪与社会道德感的双重健康发展!

关键词!主体发展$发展不充分$知识生活$身体管理$情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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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十九大以来#社会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引起

了各界人士的热议& 就宏观而言#国家整体正处

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就微观而言#社会各

个领域内部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状

态& 在教育领域中#不充分的问题比比皆是!中西

部教育发展不充分-城乡教育发展不对称-公立学

校与私立学校教育不一致22相对而言#教育研

究者不仅倾向于关注如何调节教育的外部条件来

改善教育的效果#而且格外重视教育主体的发展

状态#尤其表现为教育主体发展的充分性程度&

!5主体发展充分性概念的界定

'充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层含

义#一为'足够(#如理由不充分$二为副词#'尽

量(之意#如充分发展群众积极性)!*!+$

& 在本文的

论述中#'充分(遵从'足够(之意& 主体发展充

分#不同于主体发展全面#也不同于主体发展均

衡& 发展全面遵从横向逻辑#强调主体的各个方

面均得到发展#即'面(上的发展$发展均衡则强

调主体发展的各个方面得到相同程度的发展#即

悬殊差异的消除$而发展充分遵从的是纵向逻辑#

强调发展达到了足够且恰到好处的程度#即'度(

上的发展& 这种发展#既非浮于表层#也不是发展

过度#从而导致发展畸形或异化&

具体而言#主体发展的充分性表现为如下

方面!

其一#主体的知识生活发展充分& 无论是于

个体的发展#还是于国家的发展#知识的促进作用

毋庸赘述& 然而主体对于知识的掌握#不能仅停

留在熟知的层面#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与处

理#将获得的知识转变为自我的思维与思考力-深

化为必要的理性与睿智-升华为有力的反思能力

与批判精神& 这才是充分的知识生活状态& 其

二#主体的身体发展充分& 教育主体心智的发展

被推向至无以复加的高度#身体的发展随之不受

重视#甚至成为心智发展的'牺牲品(& 身体的发

展不能只满足于不生病痛-不'拖累(心智#其作

用与价值理应得到教育主体的正视& 主体明确自

身对身体的管理权#将之从对外界规训的服膺中

释放#有意识地-持续地造就并维持身体的良性发

展状态#方可谓之身体的充分发展&

其三#主体的情感发展充分& 情感的发展需

经历由不成熟到成熟-不健全到健全-不充分到充

分的过程& 充分发展的情感素养#赋予教育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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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他人-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关心他人的意识

与能力#使其葆有人性应有的温情与真情义#并以

此化解生命的空洞与冷漠#以塑造更具'人(的光

辉的生命个体&

值得反思的是#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育主

体的发展并没有呈现出充分发展的应然状态#主

体发展充分性阙失反而是教育中的常态&

#5主体发展充分性阙失的表现及原因

#)!5主体知识生活的浅薄

除部分顶层的中小学校有条件实施真正的素

质教育#能最大程度促使教育主体充分发展外#其

他的学校只能服膺于升学率的重压#心弦紧紧扣

住应试教育的大流#一刻也不敢放松& 应试教育

以征战考试为核心#在考试中取得更高的分数是

其关注与努力的根本& 然而#一张考卷真能反映

出一个富有独特个性与生命气息的个体的发展程

度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应试考试更大程度上

只能反映出教育主体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且是对

浅层知识的掌握情况& 相比深度感知能力与反思

批判能力#考卷更多只是需要反复的记忆与持续

的练习&

在这种需求与导向下#'在学校教育的视界

中#知识被看成是人的惟一规定性和人之本

质&(

)#*由是#知识在教育活动中掌握了无可比拟

的霸权#获得了绝对的合法性& 值得说明的是#这

里的'知识(有着极为明显的类型偏向& 经过了

人为的挑选与筛除#学校教育活动中的知识多表

现为以'普遍( '客观( '准确(为特征的科学知

识#以及用以满足主体功利性发展需求的工具性

知识& 这意味着人文知识与情感关怀失去了'用

武之地(& 由此产生的后果#极可能是'个体的人

格危机-精神危机-德性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片面

发展和畸形发展#以及培养了许多有知识-有能

力#但在人格-精神和德性上却有很大缺陷的3空

心人43单面人-非道德的人4(

)**!!"

&

忙于记忆#疲于应试#浮于对知识表层的感

知#缺乏反思能力与批判意识#即使应试教育以知

识教育为核心内容#塑造的也只是极为浅薄的知

识生活& 就主体的发展而言#这是发展相当不充

分的表现&

强调学习主体学会深度感知#学会反省与批

判#是放眼于未来的一种呼吁& 虽然考试取得高

分在主体接受基础教育期间并不会产生多大的负

面影响#甚至能为其带来同辈的尊重与仰慕-长辈

的认可与宠爱#更为其注入了通往重点大学的希

望$但是#人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社会也处于动

态的发展之中#主体知识生活的浅薄与片面所携

带的破坏力在一段时间的潜伏过后#必将随着主

体迈入大学-步入社会而爆发& 这种后果不只是

不利于主体自身的发展#对理性社会的形成更是

有害而无利& 在互联网已深刻榫入人们日常生活

的信息时代#人们凭借大众化的自媒体便能轻易

获得充分的话语权& 当缺乏理性与深度思考的一

代长大成熟#在舆论市场中逐渐占据话语主动权

与主导权时#社会恐怕将充斥着情绪化的乌合

之众&

#)#5主体身体管理的衰弱

#$!3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表明#各

年龄阶段学生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大学生身体

素质继续呈现下降趋势$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

高不下#继续呈现低龄化倾向)3*

& 调研结果直接

反映出教育主体身体素养的弱化#而这源于主体

身体管理能力的衰弱& 主体身体管理能力的衰

弱#是其发展充分性阙失的重要体现#导致教育主

体身体管理能力衰弱的成因有如下两方面&

其一表现为传统'苦读(精神的深远影响&

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废寝忘食(的典故仍具有

旺盛的生命活力& 受其影响#不仅教师和家长持

此观点#不少教育主体自己也怀有'身不能至#心

向往之(的心绪#对此敬佩不已& 于是#身体屈身

于心智变成了教育的常态& 为了获得更高的学业

成绩#主体步入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歧途#不少

家长也在助纣为虐#秉持只要孩子成绩好-能考上

重点大学-暂时先苦一苦并无大碍的信念& 这里

的'苦(不仅指远离主体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投身

于无尽的知识与作业#更是指沉重的身体运转负

荷!长期伏案与负重-过度耗脑与用眼& 苦读精神

以抑制身体需求和残害身体发育来提高心智能

力#致使教育主体漠视与贬抑身体)"*

& 正如福柯

所说#'体能变成了一种3才能4与3能力4#并竭力

增强这种3才能4与3能力4&(

)1*!"1

其二表现为教育主体自控力的不足#无法抵

挡外界的诱惑& 一方面#主体对洋快餐-小吃零

食-烤串-火锅等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趋之若鹜#

一味追求舌尖与味蕾上的快感体验#忽视身体的

可持续发展& 并且#进食时间任性与肆意!早餐与

中餐合二为一是常事#熬夜太晚宵夜伺候更已司

空见惯& 更甚者#为了所谓的'好身材(选择以零

食取代正餐#或极端节食#诸如此类行为在很大可

$*



第 "期 胡幸#等!教育学视域下主体发展充分性的阙失与重建

能上将对身体机能造成不可修复性破坏& 另一方

面#主体在网络中的沉陷蚕食着其身体& 手机-平

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大众化#将全民纳入网络生

活#教育主体作为接受能力强-好奇心盛-自控力

弱的未成型的人#很快便在这张网中沦陷& 网络

社交-网络游戏-网络购物22无一不占据着主体

的眼睛#也酿成其扭曲的身姿与仪表&

身体的发展是主体综合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充分发展的人#需要充分发展的心智#但更不可缺

少健康的身体与强健的体魄& 身体的管理能力是

自我管理能力的维度之一#更暗含了主体对生命

的感知态度#主体身体管理能力衰弱的教育困境

亟待解决&

#)*5主体情感发展的异化

'关注人的情感发展是教育中的一个本源

性-根基性的问题& 因为只有情感才是真正属于

个体的#它是内在的-独特的#是人类真实意向的

表达&(

)2*1情感成熟是教育对其主体的最初期待#

但主体的实际发展水平是否符合教育的期待#现

状却并非那样乐观& 近年来#社会中青少年杀父

弑母的现象层出不穷#相互残害的案例屡见不鲜&

当然#已被曝光的案例属于极端现象#但不可否认

的是#其情感的发展发生了异化#并且#这种异化

有扩大之势& 他们行色匆匆#只关心自身的前途#

而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社会的发展与人类

的命运&

一方面#主体情感发展的异化源于激烈的甚

至是过度的-畸形的竞争& 竞争能使人蓄意进取

与激发个人潜能#'在教育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也

成为日常话语和制定教育政策的选择方案&(

)+*

但自从竞争在教育中'生根(#便以强大的生命力

向教育场域的各方各面扩张#本为'净土(的学校

沦为利益的角逐场& 个体在全身心追求某一目标

时#与此目标无关的外物便会被其彻底漠视& 在

考试与升学的竞争压力下#快乐-关心-道德-创造

力-审美等关涉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的要素变得

无关紧要& 教育主体的情感发展苍白而无力#就

此而言#教育已偏离其初衷与目的&

另一方面#主体情感发展的异化是由于主体

的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关注与满足& 极具'发展

性(与'前瞻性(的父母#热衷于为子女日后的发

展'铺路(#他们对子女抱以高期待#又不懂得恰

当表达与处理这种期待#主体掮负着沉重的压力#

内心的苦闷-孤寂与畏惧等负面情绪无处安放#也

不允许释放& 同时#成长过程中正当的情感需求

也得不到响应与关照& 过高的期待-过紧的控制

与过大的压力#使得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僵硬而紧

张#长期受功利与冷漠浸染#主体原本沸腾的生命

情感于无声中冷却#自身情感遭受漠视的遭遇转

变为对他人空漠的情感态度&

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和

个人主义#但是#他们同时也富有深切关怀他人的

潜力& 可惜的是#学校很少给他们提供机会#发展

这种潜力(

)%*!*3

& 在个体的生命发展过程中#知识

工具-考试只是检测知识的手段#人的情感体验以

及人与人的关系才真正持续生命的全程& 学会关

心自我-关心亲友-关心周围人-关心人类社会#不

断充盈自身的情感#体验人生的真情义#才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的模样&

*5主体发展充分性的重建

教育应指向主体的身与心-灵与肉等各方面

的充分发展#使其成为既博闻强识-又褒有必要的

野性与生命活力的'文('武(双全的人$成为既情

感丰富-德性丰满#又理性自律-清醒冷静的通

'情(达'理(的人& 尽管任重道远#但教育应始终

秉持其理想属性#持之以恒地引领受教育主体不

断实现自我完善#走向充分发展&

*)!5 实施深度的知识教学%引导主体进行深度

学习

在知识爆炸与互联网榫入大众日常生活的信

息时代#关于记忆性的'知识是什么(的检索工作

早已被计算机取代#传统增加主体知识的量的教

育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对知识进行

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也饱受诟病#批判能力与复

杂性思维方式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根本& 这意味

着#我们应该实施深度的知识教学#引导学生进行

深度学习#在对知识深加工的基础上理解复杂概

念& '深度学习(最初出现于计算机-人工智能领

域#指建立在机器模拟人脑深层结构基础之上的-

基于人脑结构的一种计算机算法思维和问题解决

模型& 在教育领域中的'深度学习(#则是指学习

者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与需求进行积极的自我理

解#在此基础上主动地-批判地学习新知识与新思

想#并运用多种学习策略深度加工知识信息#建立

知识信息之间的联系#以构建个人知识体系并有

效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的学习)!$*

&

深度学习需以反思为基础& 反思是深度学习

的有效途径与有效策略#无论是深度理解知识信

息#还是构建主体的个体思维知识体系#抑或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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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问题的能力的习得#都需要教育主体不断地-

持续地对自己的学习生活进行反思& 因而可以认

为#深度学习实际上是以反思活动为基础与基本

内容的学习方式&

深度学习需要以深度的知识教学为引导& 教

与学是相融的一体化关系#离开了教无所谓学#离

开了学无所谓教#因而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学

习需要教师的深度教导与引导)!!*

& 首先需要走

出简单知识教学与机械训练的泥淖#呈现完整的-

深刻的知识结构与学科体系& 否则#即便给主体

灌输再多的知识#也是徒劳无益& 更甚者#'学生

对灌输的知识存储得越多#就越不能培养其作为

世界改造者对世界进行干预而产生的批判

意识&(

)!#*#1

深度的知识教学与深度学习共同服务于主体

知识生活的充分性发展#给予主体多维理解与深

度理解知识的能力#发展其内在反思力与现实批

判力#进而造就主体的创造创新能力#使其更好地

承担人生重任与时代使命#创造与开启新的可能&

*)#5 重视身体与体能训练%增强主体身体管理

能力

教育对主体身体的忽视日益遭受学者的质疑

与批判& 身体在教育与教学过程中长期遭受压抑

与破坏#身体甚至成为主体学习过程中需要克服

的'障碍($或者身体仅仅只是主体学习的生理基

础#是心智得以发展的'场所(与'容器(

)"*

& 然

而#身体的存在并非只是为了给心智发展托底#其

存在具有独立性#更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身体是生理存在与历史-文化-社会-教育所构

建的意义存在的共同体#它成为人的自我感知和

理解存在的起点和中介&(

)!**因此#致力于主体充

分发展的教育#应当重视主体的身体与体能训练#

增强其身体管理能力&

首先#应提高主体管理自我身体的意识& 主

体是其身体的真正主人#理应自己管理身体& 婴

幼儿对身体的主权意识与控制能力微弱#其身体

需要依托成人的照顾与管理& 待其成长至一定年

龄#拥有了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这时教育者应当

培养主体管理自我身体的意识#引导其明确与端

正对自我身体的认知#并自我管理身体&

其次#教育应充分释放主体的身体& '善的

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得到最整全的

发展& 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

的发展&(

)!3*!2

4

!+由此#传统教育对主体身体的压

抑#实质是对其生命的压抑& 提高主体的身体管

理能力#需要将主体的身体从广阔的'题海(-沉

重的负重与被动的驯服中释放#去享受户外运动#

进行体育锻炼#参加生活实践22以健全与充分

发展的身姿彰显未成年人应有的活力与生气#以

此带动学习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再者#应塑造身心融合的主体状态& '身体

处在心智中#心智处在身体中#两者紧密交融#人

的生命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一体化的过程&(

)!"*

强健的身体是人们追求精神的愉悦与自我提升的

前提与基础#近年来屡次发生的年轻知识分子猝

死事件便是主体身心发展不融合延续的'苦果(&

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与发达的心智并存#这种

身心融合的主体状态#将促使主体充满不息的活

力与不灭的动力#养成积极向上的品质#进而更加

真切地感受生命的丰盈与美好#以更饱满的热情

与更充沛的精力付诸学习与生活&

*)*5 给予情绪与情感关注%塑造主体的生命关

怀力

年轻的生命之花#葆有丰富而热烈的情愫#它

们需要释放#需要彰显& 但在'忘情负义(的教育

中#情感关切缺位#生命关怀不显& 教育过分追求

分数-成绩等学业成效与成就#主体学到了知识#

却感受不到情感的温度#获得了成功#却失去了对

生命的敬畏与关怀& 无情的教育终将塑造无情的

人#所谓教育#却成了反教育& 因此#主体情感的

充分发展#需要教育注入充分的情绪与情感关注#

塑造其生命关怀力#以实现个人情绪与社会道德

感的双重健康发展&

其一#教育应正视主体的负面情绪#促进其个

人情绪的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教育侧重于正向

情感的培养与发展#对于负面情绪则唯恐躲之不

及#更不重视对学生主体负面情绪的疏导& 然而

负面情绪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负面情绪得不到

疏导与合理的释放#经堆积与压抑而扭曲变形#最

终以极端的方式爆发#酿成惨案& 教育应当允许

教育主体负面情绪的存在#允许其表现或宣泄内

心的负性情感#满足内心基本的情感需求& 同时#

我们还应给予主体管理情绪的正确方法#使其正

视-控制并有效排解愤怒-悲伤-失望等负面情绪#

以实现个人情绪的健康发展&

其二#教育应培养主体的生命意识#塑造其社

会道德感& 近年来#随着校园欺凌-青少年犯罪等

事件的不断升温#未成年人生命意识薄弱#社会道

德感淡薄日益遭受社会各界诟病& 在情感发展不

充分的情况下#主体对他人生命的感知力和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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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微弱#从而转向'人人为己(#转向'以我为本(#

甚至转向'缺德(与人性冷漠&

而'具有生命意识的人#才能珍惜自己的生

命#了解自己生命的价值22且只有当一个人具

有生命意识-能够珍惜和尊重所有生命存在时#他

才能真正具有宽广无私的胸怀#才能不为世俗的

和眼前的功利所遮蔽而发现生命真正的美&(

)!1*

生命意识赋予主体生命感知力与生命关怀力#能

有效规避因快节奏生活而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

或者心理畸变& 使其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关注自我

与他人#关注社会与人类#能够增强社会道德感#

'凝聚3人情味4#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感受生命

的珍贵-丰富与美好(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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