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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在讨论人的品性问题的时候自然会思考教育品性的问题。教育的智慧在于尊重教育品性。教育品性是体

现教育这种社会活动的社会功能的性质和特征。从教育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教育的实施过程来分析，教育具有

生活性、伦理性、工具性、制度性等主要品性。教育品性对于教育而言有价值引领、指导评价、规范实践的

意义。复杂的教育品性问题如何去深化认识，以及如何去处理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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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正如营养与生殖对生理生活的意义一样”［1］，因而“教育是生活的必

需品”［1］。教育“必需品”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今天教育的鼎盛。可是当我们对教育进一步观察，不

难发现鼎盛的宏观难掩微观的辛酸：教育让不少亲子反目、朋辈为敌、师生成仇；教育让一些孩子抑郁

哀怨，甚至割腕跳楼；……人是教育的产物［2］。教育的问题不仅深刻影响着一个家庭的欢喜悲哀，教

育的问题往往也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伤人害己的必需品，我们必然能联系到的就是瘾君子眼中的毒品。以至于偶尔

居然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教育有毒。当然教育是必需品，并不能推论出教育是毒品。正如，食物是

我们生活的必须品，但有时候也会出现食物中毒呢！如果说，食物的品性变化或该对其认识不够误操作

了是导致食物中毒主要原因之一，教育品性的现实变化或认识不够是不是导致我们教育“中毒”的原因

之一。教育的智慧在于尊重教育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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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育品性的理解

首先分析何为品性。“品性”一词从词语的结构来说可以是一个并列式的合成词，“品”“性”二

字意义相近，如品质、性质，都常用在对物或对事的本质的评价中。“品性”一词从词语的结构来说也

可以说是一个陈述式的合成词，“性”是对“品”的陈述，品不同，则性有异。即，各有品质的对象都

有自己的性质。基于以上认识，因而“品性”一词就有不同情境中的含义，一是解释为“人品和性格”（《现

代汉语规范词典》），二是“作为某物质类（品）的性质和特征”。

那么，什么是教育品性呢？目前很稀缺的是一个关于“教育品性”明确而又具体的定义，这一点

从已有研究当中很难找到。表述模糊的现实可以表明当前有关教育品性的认识上是不够清晰的（如果

说研究者们不承认自己的不清晰，那至少可以说是表达上不清晰）不只是人们在追问教育品性，而是

实际上研究者们已切实在探讨教育的品性，提出了教育有诸如文化品性、道德品性、实践品性、人文

品性、同情品性、公共品性、智慧品性乃至更细微的教化性、自由性、当下性等多种品性。这些研究

当中，提到的教育品性大抵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教育必然要具有一定的品性，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教

育，可以理解为本质论的教育品性。如，“教育，作为一种使人向善的活动，本身就具有天然的道德

品性，道德性是教育的一种固有属性”［3］。又如，“教育作为育人的生命的形态，生命对教育而言，

不是外在的发展对象，而是教育的内在构成，因此才成为教育的品性特征”［4］。第二类是要期望

具备的教育品性，具备如此品性的教育才是高品质的教育，可以理解为方法论的教育品性。如，“教

育应该具备一定的‘同情’品性”［5］，“反观我们当前的教育实践，很难说它仍然是智慧性的，

因为它已远远偏离了智慧的原初轨道”［6］。第三类是有待认识或设想的，需要进一步确证的品性，

认为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这类是建立在对教育的功能认识上加深或扩展的角度来讨论的，也还是有待

论证的，可以称之为功能论的教育品性。如，“教育产业的根本属性是提供公共品的行业”，因而教

育具有“公共品性”［7］。

关于“教育品性”的不清晰、不确定的认识必然影响我们进一步去探讨诸如教育品性的教育意义以

及我们应该持有哪些相对应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上面对已有研究的分析，或许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

教育品性的认识和评价还不能简单的说是道德评价意义上的好或恶，通过教育品性即要亮明“何以是教

育”，也要分析“何以才是理想教育”，还要讨论“教育还可以如何”。因而将教育品性理解为“体现

教育这种社会活动的社会功能的性质和特征”，可能更为恰当。

２  教育有何主要品性

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一时梳理和构建起一个教育品性的逻辑系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从分析

教育的本质入手。要是“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8］，教育必然具有“生活性”

乃至具体的“生命性”；如果说教育是上层建筑呢？教育是生产力呢？确实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层层关注。

可是，我们仍然需要得到一些有关的共同认识，这是教育分析的意义所在。依据对教育品性理解，下文

选择从教育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教育的实施过程来分析其主要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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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活性

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教育的出现，开始只是生活的点缀品，也许就是群聚生活的生活化的活动；

学校教育的出现，使某类教育成了生活的奢侈品（享有这些相应的教育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但

生活化的教育是依然存在的，只是形式各异；再后来教育似乎又是生活的必需品了——人人都有接受教

育的必要，人人都需要接受教育。

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衍生品，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深厚的生活意义。 “生活之外无教育”，“教育

即生活”或是“生活即教育”。也许生活的外延可很宽阔，难以列举概全，但教育总是依托生活而存在，

而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又必然包含着一定的教育。

2.2  伦理性

教育与生活的过程具有同一性，但也不能简单将生活与教育划为同一概念，不是所有的生活（方式）

都是教育，教育也不是蕴藏在一切生活中。就像“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此来说明生活中的教育影

响可能是无时不存在是合理的，但不能把所有的影响称之为教育。如果这样理解，教育的解答就是“一

种相互影响”，而这种解释把教育简单理解为了一种“自然发生”，忽视了教育的人性、社会性，特抹

杀了教育的伦理性。教育的出现就是人的“伦理性”的表现，至少是有了敬老爱幼的人伦意识后才出现

的教育。教育的影响也历来带有伦理性要求，人的培养伦理性要求很明确，“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学记》）。到了今天，教育自带的强调那些讲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规则、要求、正义的

伦理品性是人文化发展的新高度，是人性光芒的集中体现。

伦理的要求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的表现，因而教育的规则（内容、手段、目的等）也就各不相同。

主张原罪的道德救赎，教育的规则理所当然表现为压抑人性；主张人性独立、人格平等的道德认知观，

教育的规则理所当然的表现出民主、尊重。《中庸》中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表

明人性是教育的基础，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目的。教育自然应该是关乎人伦的活动，体现人文化，

这是教育的重大社会价值之一。

2.3  工具性

恩格斯曾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教育的出现必然有其

预期的目的，教育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是有其发展的理由。联系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教育的

存在和发展就是其与人及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因为教育是来影响人以及通过影响人来影响社会的。直到

今天，对于家庭而言，作为一种影响深远、根深蒂固的思想——通过接受教育（读书）而改变个人直至

家庭甚至家族命运——现在还是在不歇余力的发挥作用。

毋庸置疑，教育是一种工具，教育必然要追求实际的功效。不管教育的目的是愚民、奴化也好，培

养精英、公民也罢；也不管教育效益是追求当下的实效还是指向未来的生活，是塑造个体健全人格还是

培养社会人。总之，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具性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我们在教育中就会去讨论这个“工具”

的用途以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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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制度性

纵观教育的发展脉络，教育有“史”，有其继承性，教育遗产不可不说非常丰富，尤其是教育的理想。

每一个明智人都十分清楚，教育绝对不是万能的，但现实中我们却期待存在有这样的一种教育能包容一

切、控制一切、改造一切。丰满的教育思想、理论、理念，对比骨感的教育实际，更加彰显了教育研究

者和教育实践者的可爱。

可是，教育必然是与人相关联、与生活相关联、与社会相关联，我们可以对教育活动的规范性与社

会效益做最大最完美的想象，但我们逃脱不了承认“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这一现实。自从有了教育，尤

其是有了正规的教育，教育的制度性表露无遗。教育的制度性其实是在映衬着教育工具的“合理”使用，

明确当下教育的“正向”要求。为了达到某种合理，亚里士多德就曾主张“教育应由法律规定”［9］。

杜威直言“如果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不能越来越广泛地在我们公共教育制度中占据首要地位，那么这种

教育理想就只能是一种可笑而又可悲的幻想”［1］。也许是如此原因，我国著名德育专家杜时忠教授“把

制度看作是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手段，甚至是教育的过程，倡导建构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人”［10］，

用提升制度品性的方式来来弘扬教育品性。

必须要说明的是上述品性是教育起源、发展以及实施过程过来带来的原生品性，在此基础上可以衍

生出许多更为具体的二级品性、三级品性，也许还有更为具体的。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实施上也穷尽不了，

在人类社会中教育的理想有千种万种。这些品性中，可以说生活性是教育的基础品性，一切品性是从生

活中来，其他品性实际上是教育生活品性的发挥程度的具体规定化。教育各品性之间又蕴含了一定矛盾

的关系，如人类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趋利倾向，教育也不例外，教育的趋利导致了在实践中我们不难找

到为了凸显工具性而限制伦理性的操作。当然这些论证还需要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此时且权当对教育品

性问题探讨的抛砖引玉。

3  尊重教育品性的教育意义

3.1  教育品性有教育价值引领的意义

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高明之处在于会制造和利用工具，对抗和役使其他对象，大大提高了人类在自

然界中的发言权和生存机会。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人类对他物物性的了解基础上，最终做到“道法自然”。

能够联系教育品性开展教育，就是对教育本身的尊重，就是讲究教育的客观规律。

有更多的实践者，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或是没有认识到教育品性的评价内容，或是对教育品性“知

而不行”。如许多教育者一味强调学生学业完成的满意度，眼里只有教育而忘记了生活，追求短暂的教

育结果，而忽略了放眼看教育在人的生涯中的价值。有些家长拼命地加大教育投入，对自己变得歇斯底里、

孩子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浑然不顾，活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了教育的“怨妇”。埋汰了孩子，也忽略了自

己的生活质量。

3.2  教育品性有指导教育评价的意义

针对教育现实，许多人问：“教育怎么了？教育怎么会如此？可是，询问的人往往又并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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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具体怎么了？教育又究竟应该是怎么样了？等等此类问题。可见，很多人对于教育的评价是在依

靠感性。

评价只依靠感性，那是缺乏说服力的不靠谱的评价。不管是从教育本质的角度，还是教育的理想视角，

还是发展的思维，教育品性就具有很好的教育评价指导价值。如，认同教育的生命品性，持有“生命特

性的发掘、生命意义的完整呈现应是教育的终极价值”［5］的信仰，对教育的评价就不会只简单停留在

认知的层面。 

3.3  教育品性有规范教育实践的意义

目前来看，教育有自己的品性其实应该是得到公认的（尽管大家可能对教育品性的认识在侧重点上

有所区别），而且无一不认为教育品性对于教育活动的意义非常重大，“品性于教育而言，意味着教育

应该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尊贵地位与独特身份”［11］。

基于价值的被认可，“教育品性”必然规范着对教育的实践。而且很显然，教育作为一项人类社会活动，

其“品”是有目共睹。就拿教育品质而言，经常被拿来“说三道四”，高低优劣区分。为了追求教育品

质，不少的学校不惜花大力塑造自己的“高”教育品质形象，学生和家长则根据学校的教育品质来择校，

这表明教育品性对教育实践发生了规范性作用。

教育品性在教育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反映的往往就是取舍的问题。“有选择性的强调某一方

面，伴随着对另一些方面予以删除和拒绝，这是心灵生命的心脏跳动。反对这种活动就是抹杀一切思

维活动”［12］。而取舍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正如对知识的评价一样，“最重要的

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知识或那个知识有没有价值，而在于它的比较价值”［8］。我们常常诟病教育功利化，

教育功利化实际就是放大了教育的工具性而忽略了教育的生活性等而导致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比较

价值的选择后果。复杂的教育品性如何去认识，如何去对待其实是个难题，它紧密联系着“教育就是

教育”［13］、“何以才是理想的教育”“教育还可以有何为”等这些关系到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理想、

教育的发展系列问题。教育品性就在那儿，迷失还是缺失，回归还是守望，等待着进一步的研究。但

无可置疑，教育的智慧在于尊重教育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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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sdom of Education lies in Respecting Educational 
Character

Peng Ying1 Qu Jianguo1 Shi Junqi2 Jiang Yan1 Yi Qing1 Jiang Ronghong1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2. Zhen’an Primary School, Dongguan

Abstract: When the societ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 of human beings, it will naturally think about the 
character of education. The wisdom of education lies in respecting the character of education. If we 
analyz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of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its implementatio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reflected in the educational life by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analysis, 
education should have life. Main qualities such as sex, ethics, instrumentality, and system.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valuable for education, guiding, guiding evaluation, and standardizing practice. How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educational quality issues, and how to deal with related issues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 Educational character; Life character; Ethical character; Instrumental character; Institutional 
charac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