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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视阈中的生命德育探析 ①

朱　华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生活世界”理论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出于挽救欧洲的科学危机在晚年提出的，胡塞尔认为欧洲科学危机
的实质就是科学世界对其产生的基础即生活世界的遗忘。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表明人类必须相互合作将自己由

科技理性主宰重新回归到“生活意义”的轨道之中。“生活世界”的实质就在于体现对人本性的关注，关注人的现实生

活。人是以生命的方式存在的，生命的积极活动构成人的生活。“生活世界”的本质体现为生命本质，离开了人的现实

生活，离开了人的生命意义与体验，任何德育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传统德育日益缩小的生活世界淡漠了主体对人生

意义的追寻，“生活世界”视阈中的生命德育更多地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从而促进个体道德生命的

自由生成，为人的终身幸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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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少德育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在深
刻反思并积极探索德育的新理念和模式，认为德育严重

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忽视生命的感受与体验是导致当

前德育效果实效较低的主要原因，极力倡导德育回归生

活世界，构建充满生命活力的德育课堂。要使这样的教

育彰显出其最根本的魅力，还其本来面目，主要的路径只

有回归到人的生活世界中去，帮助人去生成有意义的生

活，过有意义的生活。

１　“生活世界”视域中的人与德育
“生活世界”理论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晚年出于对社

会现实的关注，批判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思维，挽救欧

洲的科学危机而提出的。他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

现象学》中首次使用“生活世界”，并用“周围世界”“日常

生活世界”“经验世界”等作为同名词［１］。他认为欧洲科

学危机的实质是遗忘了科学世界产生的基础，即生活世

界。胡塞尔虽然未给“生活世界”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他对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作了区分。他认为在每个

人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生活世界”，另

一个是“科学世界”，“生活世界”先于“科学世界”而存

在，是“科学世界”存在的前提。前者是一个作为已经被

构成的、现成实在的客观世界，即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出

于他本人对实践和现实的关注；后者则是出于他在理论

和方法上进一步完善其先验现象学的需要，是尚处于并

永远处于构成之中的世界，它尚未现成，亦不实在，是纯

粹主观的先验世界，甚至可以说就是构成前一个世界的

永不停息的构成本身、生活本身。他认为生活世界具有

使人们在“自然态度”内直接面对现实世界的特质，“我们

一直有意识地生活在生活世界中，为了我们自身作为世

界的普遍性，通常没有理由使生活世界得以清晰的主题

化。”［１］面对人类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哲学家胡塞尔“生

活世界”的理论启示我们：人类必须共同协作将自己由科

技理性主宰重新回归到“生活意义”的轨道之中，离开了

人，无所谓生活世界可言。

１．１　“生活世界”与人的发展
从胡塞尔的观点来看，“科学世界”产生于“生活世

界”之基础上，并且是人在“生活世界”所从事的一切活动

中衍生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理性视域，它运用理性逻辑之

网把“生活世界”的那些直接和主观性的东西过滤，以期

望达到一种超越主观、直观的客观性。因此，“生活世界”

就其实质性来说应是要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关注人在现

实生活中可感知的、直接的、具体的现实生活环境。“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

神秘的东西，都能在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

合理的解决。”［２］“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

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

的活动。”［３］这表明，生活是什么样，人就是什么样，有什

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人，不同的生活世界生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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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因此，向生活世界回归的道路应该归结到与人

的实践整合的生活世界中来加以解决。不仅要体现对人

的“文化”关照，更应该真正回到实践中，从外在的因素对

人进行“整体”上的关注。

１．２　“生活世界”与德育
“生活世界”理论给我们对当今学校德育的考察提供

了理论指导。教育家陶行知在其倡导的生活教育中提到：

“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４］，这

就是说教育从其产生之初就具有浓浓的生活性，是融合在

生活之中进行的。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

范的总和，从道德与德教育发生源的意义上看，道德从其

产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生活特性。“道德的学习对于学习

者来说，总是同一切生活领域的行为方式的问题联系在一

起的。”［５］“每个人的道德都是在每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

形成的。”［５］因此，使生命自由生长最肥沃、最鲜活的土壤

应该是生活，学校道德教育应当体现出生活特色。生活世

界的本质体现为人的生命本质，人的生命本质体现于一切

实践活动中，离开了人的生命意义，离开人在实践活动中

的生命体验，任何学校德育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因

此，学校德育只有植根于学生的现实生活之中，帮助他们

更好地处理和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他们对道德问

题的认识才会觉得真实而亲切，才能懂得道德意义的存

在，道德才能说是可教和能教的。

但是，生活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

行时。德育要面对学生真实的生活，面对生活中的尴尬、

压力、恐慌。人的生命中具有解决这样问题的潜能，这是

一个人生存的本能，但是能否实现并非是无条件的。德

育要关怀学生现实的当下的需要，就是关怀学生在真实

的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关注生活主要是关怀真正

对学生的生命成长有意义的那些具有生命感动的活动。

帮助他们适当地解决，从而培养、提高他们的应对能

力［６］。人类个体生命有道德学习的潜能，道德学习是以

尊重生命及个人的自尊、自爱为起点，尊重生命活动中表

现出的人性规律，理解和宽容生命的不同发展样态，运用

生命资源陶养学习者的道德。由此，德育应以生活为根

基，遵从生命特性，回归人的本真。

２　“生活世界”视阈中的生命德育目标追求
“生活世界”理论对我们反思传统德育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学校德育如果不考虑学生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不

与学生社会生活接轨，就无法真正落实其应有的价值。

２．１　传统德育淡漠了主体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在当前的学校德育中，学生的生活世界正在日益缩

小，学生的生活空间被教师侵占，学生日益失去了自己的

自由，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取而代之的是盲目追求

既定德育知识，在德育教育中，教育者仅仅满足于对单纯

的特定的价值观念的传授，满足于学生对道德准则的盲

目遵从，德育创新空间狭窄，德育课堂忽视了学生的现实

生活需要，忽视了师生、生生之间的生命交往，忽略了对

生命的关怀与尊重，淡漠了对人心智的开启，不利于学生

的生命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严格遵守上级

指示和教科书要求，唯上、唯书却很少能唯实；教学方法

盲目照搬学科专家的方案，忽视特定教学情境和活生生

的“人”……，这种缺乏人性温暖，忽视个体生命意义的教

育，实际上也是轻视生命的主体，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

虽然获得了道德概念、道德知识、道德规范与准则，但却

缺乏关爱生命，尊重他人生命，珍惜自己生命，对幸福有

执著追求的最根本的道德意识。

２．２　生命德育倡导以人为本，回归生活，关注人的生命
人以生命的方式而存在，生命的积极活动构成人的

生活。生活世界是以人为主体的，人们周围环境中形象

而具体的现象都体现在其生活世界中，与其日常的具体

生活相贴近。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就是出于对人本

性的关注以及对人生命的尊重，同时启迪我们当今学校

德育只有回归其本来面目，“以人为本”，以人的生活为根

基，回归到人的现实和具体的状态，关注人的生命成长，

才能使德育真正走向科学性与人文性并举的轨道。正如

叶澜等教育家所言，“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

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

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７］“全我的

中心点和统一点就是自己的良知，就是神，就是生命。”［８］

生命德育倡导以人为本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要求生

命的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生命的全面

发展，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自

由而充分地发展，包括德、智、体、美、劳等的身心和谐发

展。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认为，法的教育是“堵”，是

用强制手段让人遵守底线；心理教育是“疏”，帮助学生走

出心理误区［９］。仅有这两者还是很不够的，需要有一个

引导的机制，就是要加强德育。道德教育的主旨应该是

鼓励人过高尚的生活、高品位的生活，是改善人的生存状

况，提升人的生命质量。

２．３　“生活世界”视阈中的生命德育目标：追求人生幸福
幸福是人生的主题，人生的追求。幸福的本质是精

神愉悦，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实现了自

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引起的精神满足，其核心是对人生意

义的追寻。这实际上是个终极关怀问题。人人需要终极

关怀，人人会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和

归宿，尤其是在面临困境与苦难之时，更需要精神依托和

心灵慰藉。“生活世界”视阈中的生命德育强调更多地关

注每一个个体的现实生活与精神活动。“对幸福的敏感、

向往与追求乃是一种有待于发展的主体能力。”［１０］一个

人幸福的获得必然取决于两方面的道德教育：第一，“主

体必须有一个合乎人本质的人生目的。没有目的的人生

就是漂泊的人生，使命感的失去就是意义感的失去，幸福

就无从获得。”［１０］然而，这种目的的实现必须要与生活相

联，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和感悟生命的意义，挖掘生命潜

力，更好的发展生命。第二，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教育。

幸福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人们心理上的感受。一个生活忧

愁的人，是很难有幸福这种感受的。因此，在道德教育

中，我们应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学生体验到幸福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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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个人的和谐发展，与家庭、他人、自然、社会的和

谐，从而高质量地完成生命的历程。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教育学方面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就在于珍惜孩子有权

享受的欢乐和幸福。”［１１］

３　“生活世界”视阈中的生命德育实现路径
３．１　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的主体地位和道德主体性

生命德育不是培养理想化的圣人，也不是培养具有

某种政治理念的人，而是要在生活中生成“有道德的人”。

“有道德的人”在德育教育中是以回归生活，享受生命为

最终目标的，而不仅仅是满足于道德知识的教学与学习。

因此，在德育教学中，要求我们尊重生命主体，为生命主

体全面而和谐、主动而健康的发展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

环境和条件。

３．２　以学生的真实生活为基础设计德育课程
生命德育要求以儿童生活的重要价值维度和不断扩

大的生活范围来设计课程。课程中洋溢着儿童生活的气

息。因此，在德育课程内容的设计上，教师要考虑到学生

的真实生活需求，在课首、课中、课尾的处理都应体现学

生的生活要求。关注学生自身生命，关注他人生命，关注

自然、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让学生学会学习，学

会做人、学会处事，以适应社会发展新要求。

３．３　从学生的现实生活中生成德育内容，凸现体验
德育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结。人作为一个时间性

的存在，总是向未来无限丰富的可能而开放的。学生并

不通过学校德育所实施的道德社会化而终结自己的道德

生活与道德精神的建构，而只是开始，也只在不断地“开

始”中，理解既有的道德的“意义”，并创造出新的道德。

因此，学校德育内容应该源于学生的学习、交往以及日常

生活，关注学生在成长历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创

设让学生自己体验、探索、顿悟的氛围中生成、设定德育

主题。在无痕的境界中实现对人灵魂的感召，让学生豁

然开朗。

３．４　倡导平等的师生关系，体味生命的交流与对话
生命德育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参谋或伙伴的关系，这

种关系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是尊重、民主、平等和自由

的。在德育过程中，教师是以平等的身份，真实的感情，

以自己对生命的关怀来影响、启发和带动学生对自我生

命及一切生命的关怀活动。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学生

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和幸福感，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互

欣赏的师生关系将极大地激发师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使师生生命都获得自我的充分发展。

３．５　积极践行道德活动，创造新的生命体验和道德境界
生命德育需要带领学生更多地参与生活，突破传统

的课堂教学空间，从枯燥的课堂学习中解放出来，把德育

教学从课堂延伸到课外，构筑社区、学校、家庭一体化的

德育教学空间，给学生练习和反思道德行为机会的开放

式指引。在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多一些自由，少一些限

制，多一些自由，少一些灌输，多一些辩论，少一些结论，

这样我们的德育教育才会充满智慧和人文关怀，才会走

进学生，走进心灵。

３．６　重视道德评价，实现知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转变
科学的评价方法既是检验学校道德效果的有效手

段，也是推动学校德育教学走进生活的重要手段。生命

德育评价重视学生的道德学习评价，立足于由知性评价

向发展性评价转变、从重结果的单一考试评价向考试和

多种评价相结合的多样性的评价方式转变，更注重学生

在生活中的感受与体验，关注其生命的生成和完善。而

传统的德育评价和德育教学生活化的理念是相悖的，它

侧重对德育教学效果的知性评价，忽视学生的道德发展

评价。因此，在德育教育中，教师要转变观念，变革传统

德育评价，以学生发展为本，淡化考试结果，注重学生发

展过程，探索注重学生道德发展的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与

手段，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德育教学回归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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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启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徐向东．谈“生命教育”［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５－０４
－１９．

［７］叶　澜．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Ｍ］．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日）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下卷）［Ｍ］．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

［９］刘福江，刘　琴，龙莎莉．传统儒家生死观视域下的
大学生命价值观教育［Ｊ］．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３（６）：１０５－１０８．

［１０］檀传宝．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Ｍ］．北京：教育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苏）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Ｍ］．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责任校对　游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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