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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班到小班!根源于人的(双重性*本质"在本质上!人是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存在的统一体"然而!在
大班环境下!囿于单一人性的认识!人们往往或者只强调人的自然生命或者只强调人的价值生命!导致人的自身形
象的破裂"与之不同的是!小班化教育!以完整人性为根基"针对大班环境下人的残缺形象!基于自身先天性优
势!小班化教育通过目的的(完人性*#内容的(全面性*和方式的(整体性*!立意寻回并重新构建起(完整人*的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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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关于人的形象#如果这种
形象是清晰确定的#那么就会出现一种稳定的社会
结构和良好的生活秩序+而我们时代恰恰缺乏一种
清晰确定的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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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实状态而言#人的
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人性分裂&人的整体生命存在及
其活动被割裂#已是不争的事实%人本来就是完整
的#'完整的人#和谐发展的#在经济&社会和道德方
面自由的人#将成为宇宙的真正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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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着各种残缺的人的形象#以完整人性为根基的小班
化教育#就是要超越以单一人性为基础的传统大班
教育#重新寻回并构筑起完整人的形象%

一
!

"人的双重性#!小班化教育的人性根基
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完整的

人#一直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原始人对作为肉体
的人和作为灵魂的人的朴素认识+古希腊人对人的
'和谐发展(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塑造'全面
的人(的要求#以及黑格尔所表达的对人的全面发展
的向往%马克思也在多处提到#'自由人联合(基础
上的'总体的人(#是他所憧憬的生活于共产主义社

会中的真正的人%而之所以'完整人(能够脱颖而
出#成为人类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理想#其深层的内
在根据还在于人的双重性本质%

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断言的那样#'人双重地存在
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
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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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德国
哲学家叔本华深表赞同#他指出#人同时采取双重的
生活方式#一种为具体生活#这是作为现象表现出来
的#人必须面对现实#而且是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另
一种为抽象生活#在抽象中生活#人只是一个旁观者
和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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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舍尔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同
样的看法#'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人的存在的
处境就是事实和目标&气质和对意义的追求等相互
交织在一起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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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契
先生#更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形质神用(来表述了
他的以形体与精神相统一的双重人性观%他认为#

身这一概念就是指人的形体+心!心灵"这一概念则
是指精神主体&意识主体#是与物质&存在相对的哲
学范畴+身与心的统一#也就是形体与精神的统一%

+#



主体本身有形体#精神作用依存于形体%就每个个
体来说#形体与精神的这种统一关系也就是'如范缜
讲的#形质神用#也是体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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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是一种自然生命存在%'一切人类生
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
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1#必须能够生
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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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
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
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
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
术&宗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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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我们在实质上承认
了人的存在是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来完
成的#然而#却永远也无法在事实上否定他来自于自
然#服从于物质世界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规律的
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根
本上彻底拒绝自然主义哲学将人界定为自然存在的
深刻缘由%在个体发展的层面上#人类个体自母体
受精后的生长&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都需
要与外界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以维持自
己的生命存在%'求生(是人的第一本能和第一需
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
斯洛在他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
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多层次需要模式中#

唯独将生理需要列在首位%显然#这不是没有道理
的%

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价值生命存在%它是人
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自我定义&自我设计与
自我创造的生命#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生命&思想的
生命和意义的生命%因为'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
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
所固有的#正如空间的向度对于恒星和石头来说是
固有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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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发展的层面上#'任何
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立足于自身的时候#才在自己
的眼里是独立的#而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
候#它才算立足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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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一生中#自他
开始独立地思考诸如'为何而生(&'人生的意义何
在(等一系列人之为人的根本性问题时#他才真正过
上了人的生活%到这时#他的价值生命开始逐渐凸
现出来%从此#生命的性质发生哥白尼式的转
变$$$从自在走向了自觉%可以认为#正是人的价
值生命的出现#赋予了肉体生命以全新的功能和意

义#使得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果腹和传种#而在于
如何使自己的生命内涵得以丰富&丰满#生命的意义
得以升迁&升华#使有限的生命得以实现无限的意
义#过上一种真正属于人的有意义的生活%

因此#完整人的存在包含着'自然生命(和'价值
生命(这样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和层面%然而#无论
是人的自然生命还是价值生命都不具有独立的意
义%人既不是纯粹的生物性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
神性存在#而是两者的统一体%脱离开自然生命的
单一价值生命将立即把人转换为神#而脱离开价值
生命的单一自然生命则顷刻间把人降格为动物%它
警示我们#任何对人的观照&考察和认识都应该而且
必须考虑到以人的现实与理想&肉体与精神&主观与
客观&内在与外在&限制与自由等为表征的'自然生
命(和'价值生命(这样两个须臾不可分割的既相互
对立又相互依存着的方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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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残缺#!大班教育的先天缺陷
正如兰德曼所认识到的那样#'人不像其他生物

那样简单地存在着#他要寻根究底地询问并解释他
自己(#因此#'相应的人的形象常常是每一文化领域
形式的基础(#或者更准确地说#'每种文化产品#甚
至最早的宗教和艺术#都包含有一种关于人的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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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班级授课制建立以来#人们往往
以单一人性假设为出发点#近乎疯狂地追求班级人
数的增加#认为人要么是自然生命的存在#要么是价
值生命的存在#教育者的职责仅仅在于维持单一生
命的成长%由于教育缺乏对人性完整性的深刻认
识#以至于塑造出了一大批片面存在的残缺生命形
态%并且#在客观上#班级人数过多#教师有限的精
力和时间#也直接造成对人性完整性的忽略和漠视%

!一"执著于'自然生命(的人的片面形象
如上所述#自然生命存在是人的存在的第一条

件%人赤裸裸地降生于世#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便
是如何生存下来#而人要生存#就需要衣&食&住以及
其他外界物质来满足自身的肉体需要#这些东西都
要到自然界中去寻找%所以#'自然性(是人的根本
特性#成为人的形象中最基本的内容%然而#就人之
为人的根据来看#'人作为人的生活意义#主要不在
他的第一生命#而在于第二生命的创造活动#人不会
满足于仅仅活着$$$像动物那样的生存#而总是要
把第一生命引向第二生命#通过第二生命的创造去
实现第一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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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遗憾的是#产业革命之后#尤其是班级授
课制被正式确立起来之后#'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
活的决定因素(#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人们往
往将人的生物自然性绝对化&单一化#进而作为教育
培养人的总目标%现代教育学创始人夸美纽斯就是
这一主张的摇旗呐喊者#他断言到#'一个先生可以
同时教几百个学生#而所受的辛苦则比现在教一个
学生少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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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此论断恰恰反映出了
一些人的共同心声#即'向教育要效率(%不可否认#

班级人数的增加#无疑能够极大地提高教育投资的
效率#进而大批量地生产出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大
量工人%

继承其衣钵#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
的迅猛发展#人的自然生命的形象与日俱增地逐渐
从历史的尘埃中以理性存在的成熟方式突显出来%

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公然宣称#'理性是世界的灵
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
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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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理性人性观看来#

'如果观念&意义&概念&学说和体系#对于一定环境
的主动的改造#或对于某种特殊的困苦和纷扰的排
除#确是一种工具般的东西#它们的效能和价值就全
系于这个工作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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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科学知识开始大量进入学校教育之中并
逐渐上升到霸主地位#获得知识&解决问题&制造机
器或其他外在的功利性目的成为全部教育的中心%

也就是说#以大班教育为运行机制的现代教育#它所
要致力培养的不再是'圣人(&'君子(和'贤士(#而是
能够控制&利用自然#并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
诈中实现财富创造和增值的'知识人(或'经济人(%

这一点可以从诸多著名的教育论述中得到证实%例
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断言.'教育就是获得运用知识
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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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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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开篇即写
到.'普及科学基础知识包括科学&数学和技术#已经
成为教育的中心目标55不论出于何种考虑#美国
没有任何事情比进行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改革更
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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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还强调指出#当今人类所面临
的是一个日益为'科学和技术主宰的世界(#科学和
技术已经成为解决人类众多问题的关键%在这种观
念的指导下#对知识技术的占有成为了衡量人的一
切行为的准则#于是#人的超验的精神世界远逝了#

'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

着极卑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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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著于'价值生命(的人的破碎形象
由于对人性的片面认识#大班教育环境下所培

养出来的人#因为掌握了一些'知识和力量而变得极
其傲慢#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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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去追
求生活意义&实现生命价值的价值型人格#而是以占
有&掠夺&控制为典型特征的物质型人格%人和人之
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价值的失落&荒
芜#必然导致价值教育的荒废和被知识教育所遮蔽
的命运%'每个人都是一个材料#某种实践的主体或
客体#人们可以用他来做什么事#或者不能用他来做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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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即是说#他人本身不再是目的#而仅
仅被当作获取某种利益或好处的手段%正如当代美
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马尔库塞在其代表作
,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批判的那样.'发达工业文明
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
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
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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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班教育对'自然生命(的过度热衷而造成
的人的精神性成分的丧失#一些人又从人的'价值生
命(的一极展开了批判和重建%与强调人的物质本
性的传统不同#雅斯贝尔斯断言.'人是精神#人之作
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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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伊肯也信誓
旦旦地下结论.'无论对个体还是对人类而言#单单
享受或迷恋于感官世界的需要#并不能使生活值得
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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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罗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流弊#

他说.'熟悉,哈姆雷特-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多大用
处#除非某人碰巧要杀死他的叔叔+但它能给人以一
种精神财富#舍此会使人感到遗憾#并且它也能在某
种意义上使人变得更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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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理想&信
念&价值&目的和意义等关于如何'做人(的方面受到
追捧#而知识&技术和能力等关于如何'做事(的方面
却备受冷落%如此一来#人们开始主动地放弃现实
生活#一味地沉浸在'为何而生(的'玄而又玄(的大
而空的问题上#扑在价值的理想性和意义的不确定
性问题上#专注于为虚无缥缈的遥远未来寻找接班
人#沉迷于教人如何去逃离现实和放弃生活%

这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于#使人的自然生命萎缩#

甚至有被灵魂&精神&理想和信念所湮没的可能性%

结果#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在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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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无法真正建立起自身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

从而遭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尽管我们承
认#在对'自然生命(的追求过程中#在强调技术理性
的意义&确证人作为自为存在的意义的同时#教育确
实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和抹杀了人和世界的关联性和
共同性#以至于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机械的&冰冷的物
的世界%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没有蒸
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
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
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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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需要理
想&渴望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面包&力求
生存%因为在根本上#人之为人#从一开始就是以自
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相结合的完整生命的形式存在
着#从来都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或者说片面的人的存
在的方式%'人是什么0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

这是迄今为止对人的双重性的最精当的表述%

三
!

"完整人#!小班化教育的价值诉求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全面发展的个人

55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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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时代进入知识经济之际#基于对人的双重性本质的
深刻认识#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小班化教育
改革的大潮#意在利用小班化教育所带来的充分的
教育时间和充足的教育空间等优势#不仅满足人的
自然生命存在的需要#而且满足人的价值生命存在
的需要#进而治愈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最终帮助'人
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
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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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认识到人的
双重本性#是促进小班化教育应运生成的内在根源%

!一"小班化教育目的的'完人性(

正是由于对人性完整性的充分认识#在小班化
教育中#'为了反对科学主义肢解人的倾向#就需要
引入一种/整体观点1#既把人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也把人作为由其文化&社会&历史和传统所决定的人
类群体中的一员来对待#从而综合地&全面地研究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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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完整性#在本质上赋予了小班化教
育目的的'完人性(%

从对大班教育的批判中#我们知道#在人的形象
的塑造中#人性任何一个维度的极端化都将导致人
的形象的片面化%比如#由人的生物属性的绝对化#

导致了被获得真知所把持的教育#出现了被为所欲
为&我行我素所垄断的教育#它表达的是没有边界的

'知识僭越(+由人的价值属性的绝对化#造成了被某
种空幻随意操纵的教育#它表达的是没有边界的'自
由泛滥(%小班化教育立意以完整人的生成作为最
终归属#那么#它就需要突破盲目与动物看齐&与科
学文化过度迎合的'理性主义教育(#扬弃与现实生
活相分离的'理想主义教育(等所带来的'人性单一
化(偏向#趋向于追求人的多方面特质与整体性文化
的全面整合#进而通达完整人的生成%这就是说#在
小班化教育中#我们不仅要关心学生的'自然生命(

存在#帮助他们学会生存#学会如何做事#还要关心
学生的'价值生命(存在#帮助他们学会享受#学会如
何做人%这就是说#小班化教育要以自然生命和价
值生命两个方面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因为只有
从做事和做人两方面同时推进#才能培养出人性完
整的活生生的人来%

!二"小班化教育内容的'全面性(

显而易见#在小班化教育中#课程的全面性#是
直接针对大班教育中只强调知识技能的积累或只强
调道德精神养成的课程的片面性提出来的%从完整
人性来看#全面的课程内容#应该包括以'肉体生命(

延续为目的和以'精神生命(滋养为旨归的全部内
容%

事实上#这一思想在英国哲学家罗素那里就已
经用'有用的知识(和'无用的知识(#或者叫'实用的
知识(和'装饰的知识(等概念来表述)

)#

*

+")B+@"

%对
于知识#鉴于人性本质的双重性#罗素明确地将其分
为与之相应的两个大类.可直接实际应用的知识和
有益于人自身完善的精神财富的知识%无独有偶#

我国学者王中江先生也提出了与罗素相类似的看
法%他根据知识所服务的人性的方面的不同#也把
全部知识一分为二#即'实用内容(和'虚用内容(%

在王中江先生看来#人们日常所说的实用&实用性#

往往就是指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那一类东西%

这一类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日常需之#日常用之#

当下有效#不仅是实际上的用#而且是有实在感的
用%而如果我们承认人还有'非实用性(的如精神领
域的需要#那么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历史等领域#

它们的共同点是虽都没有物质实用性#但都是精神
滋养品%如此一来#'在人类那里#就有了/用之于形
身1和/用之于心神1的两种最基本的/用1$$$/形
用1!或/身用1"和/神用1!或/心用1"#就有了能够满
足/身心1两种不同需求的两种不同的/用1$$$/实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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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和/虚用1(

)

)"

*

!#BGF

%它们表明#追求教育内容的
完整性#将为了肉体生命延续和精神生命滋养的成
分内在地整合起来#是以完整人性为理论根基的小
班化教育的必然要求%否此#一旦用'非彼及此(的
静止眼光来处理教育内容#正如大班教育中发生的
那样#人或者变成赤裸裸的动物#或者又将会以'上
帝(的面孔重现人间%

!三"小班化教育方式的'整体性(

由于没有认识到人性的双重性#大班教育方式
被人为地&非此即彼地割裂开来%在强调人的自然
生命的一边#教育者们往往通过单纯的记忆和操作#

来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和技术#具备征服自然和
他人的能力#实现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掌握#解决
'何以为生(的问题%与之同时#在强调人的价值生
命的另一边#教育者们又往往通过单纯的体验和反
思#来帮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体验和体会道
德精神#完成理想的构建和意义的追寻#解决'为何
而生(的问题%

与之不同的是#出于对人性双重本质的认识#在
小班化教育中#教育者们不仅通过传统的理论学习

和技能训练来保证学生能够'学有所长(#获得谋生
的必备知识和技能#在现实生活的问题解决中'得心
应手(#也要通过实践陶冶&榜样示范&合作活动等教
育方式#让学生能够'学有所乐(#习得滋养精神生活
的兴趣和雅致#在享受生活中'游刃有余(%这正如
赵汀阳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尽管我们承认#'做人追
求的是人类形象最优化#做事则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然而#在本质上#'做人与做事其实是同一件事
情#而不是两种分别独立的事实(

)

)@

*

GGBG"

%很难想
象#在单一的或残缺的教育方式下#能够培养出具有
自主性和创造性人格的'总体的人(%

'要做一个整个的人#别做一个不完全&命分式
的人%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试问有几个是整个的
人0 诸君#试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整个的
人0(

)

)F

*

EFG陶行知先生的话犹言在耳#发人深省%它
告诉我们#促进完整人的诞生#是当代以及未来世界
的必然要求%而建立在对完整人性深刻反省基础之
上的小班化教育#则是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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