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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成长电影中的人性假设
及其对学校教育变革的启示

———以《死亡诗社》、《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例

王 澍,段伯升,姚玉香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长春130024)

  摘要:从教育学视角分析电影《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发现,成长电影往往蕴含着倡导变革和阻碍变

革两种力量,两种力量的代表者们所预设的人性生成、教化机制截然不同,对教育变革结果的判断也大相径庭。比

较这两种冲突力量可知,倡导变革的力量所持人性假设及其教育变革实践,更有益于当今学校教育改革;其与阻碍

变革的力量所产生的冲突表明,人性的自由是争取的自由,真正的教育是唤醒和引领人的自我意识,教化人性的活

动难以成败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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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电影《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以教育

变革为题材,经常被教育学教师作为教学电影引导学生

批判教育现实、反思教育观念和探讨教育理论。粗略分

析,似可把影片冲突的双方概括为两种力量:一是倡导

变革的力量,以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为代表;一是阻

碍变革的力量,以学校的教育传统与现实为载体。两种

力量背后隐藏的对人性的看法即为其所持的人性假设,

人性假设是影响人们教育实践的更为深层更为隐秘的

原因。从教育学角度分析发现,影片中两种力量对人性

的生成机制存在不同理解,对人性的教化方式存在不同

选择,对教育变革的结果存在不同判断。这些对于我们

当前的学校教育变革都不无启示。

一 对人性生成机制的不同理解

在人类的诸多活动中,教育活动是倾向于保守的,

变革起来较为困难。电影《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

笑》中两位老师进行的教学变革都遭遇了阻碍,变革受

阻的深层原因在于影片倡导变革的力量与阻碍变革的

力量对人性的生成机制存在不同理解。

从影片来看,两种力量都认为人具有未完成性,人
性并不是天然形成的,需要后天教化才能达到成熟水

平,但对“人性到底如何形成”这个问题,两种力量的看

法却存在很大不同。阻碍变革的力量在人性假设上认

为,人性的生成应该在预定的轨道中实现。他们认为年

轻一代是不成熟的,没有足够强的力量面对自己的人生

道路,因此学校教育的一切都是预先编排好的。《死亡

诗社》中的威尔顿预备学院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卫

斯理女子学院都非常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崇高

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和学生家长的尊重,他们以自己

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良好的社会声誉赢得了家长的认可。

学校里教授的教学大纲是固定的,教材是固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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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定的,而且还经过了学校教务部门的审核。学校强

调的是对教科书、教师和权威的服从以及对学校传统和

荣誉的维护。如影片所演示的那样,新学生们来到学校

参加完严肃而隆重的开学典礼后就开始了新的生活,在
没有新的力量到来之前,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理所当

然,年轻的个体接受着来自学校和家长的安排,而每一

个接受学校教育的个体也认可着这样的体制。《死亡诗

社》中的男生们为当医生当科学家、升入哈佛、耶鲁等顶

级大学而努力着,《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生们则为自

己的婚姻做着打算,直到新力量的到来打破了原来看似

热闹、实则沉寂的学校生活。
以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为代表的变革力量认为,

人性的生成并不一定在预定的轨道内实现,甚至预定的

轨道有可能束缚人的成长;人的发展动力不仅仅来自外

部,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促进人发展的更重要力

量;人性的生成需要人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性,通过自

己的选择而成为有担当的人。所以,基廷老师以颇有些

夸张的方式进行诗歌教学,他鼓励学生讲出自己对诗歌

的真实感受,鼓励学生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凯瑟琳老

师不满学校把目标定位为学生毕业以后成功的婚姻,批
判学校是新娘预备学校,她鼓励学生发掘自己的兴趣,
大胆去实践她们自己的想法。从两位老师的实践中可

以看出变革的教育力量对人性生成的假设,即人性有自

由的一面,人的创造力是生来就有的,学校教育不能以

预先安排好的一切去抹杀学生的创造力和追求自由的

动力。教化人性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人性的约束层面上,
人永远学不会自己担当。教育者要承认人性有自由的

一面,通过启蒙实现学生心灵的解放,激发他们进行自

主选择的主动意识,鼓励他们学会用自己的视角思考世

界,这样才能实现人格的独立,才能获得人生境界的提

升。
二 对人性教化方式的不同选择

虽然哲学上存在着人性善、人性恶、人性非善非恶

等诸多看法,但是“每一个人,在不受骗子或傻子迷惑的

时候,最善于鉴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在总体上,每一个

人都 倾 向 于 奉 行 自 己 的 理 解 力 所 提 供 的 行 为 法

则”[1]136-137。因此,教化对人性的形成无比重要。天生

的人性只是人的可能性,不是人的必然性,要想实现人

性的必然性,必须借助外在的手段才能实现,而教化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人的自然存在状态需要通过教

化才能获得精神生命,才能成为完整的人。影片中的两

种力量在教化方式上存在着很大差异。
阻碍变革的现实力量认为,人性的教化机制要求学

生接受所有预先的安排,对于一切异于学校传统和现行

体制的思想与行为都给予否定,一切有悖于传统和现行

体制的好奇心、兴趣、爱好都必须遭到遏制。《死亡诗

社》中,学生尼尔试图违抗父亲的指令、放弃当医生而选

择当演员的想法,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父亲要把他

送进军校以培养尼尔对纪律的服从。在父亲眼里,服从

纪律就是服从父亲。《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学生们

也在父母的安排下走进了婚姻生活。在教化人性的进

程中,这些力量采取的方式是控制,他们不允许任何违

背规定的行为与思想,想方设法地把违规的行为和思想

拉回预定的轨道。因此,阻碍变革的力量采取的态度是

保守的,他们认为对人性的教化是一种确定性的活动,
按照现行的方式来做,肯定会收获良好的结果;他们坚

信既有的方式被传统证明是有效的,害怕违反传统的行

为带来糟糕后果,因此他们对任何有悖于现行体制的思

想、做法都持反对的态度。
倡导变革的教育力量认为,人性的生成需要引领,

反对对人性的机械控制;认为对人性的教化机制是引导

人的思维、肯定人的能力、承认人的自我,帮助人找到自

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当基廷老师让学生撕掉教科书的

时候,要求学生“如果你认为知道某件事,请你换个角度

再次审视”的时候,当凯瑟琳老师在艺术史的教学中放

弃了教材上现成的教学内容而代之以不同的作品让学

生赏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异于传统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们惊讶的同时也让学生们开始了反思。两位进

行变革的老师都反对人云亦云,要求学生用自己的大脑

思考问题,而不是让教科书、成年人、某种传统或者权威

代替自己的想法。体制之中的现实与传统的教育力量

总是认为人是有意识的,而倡导变革的教育力量则进一

步认为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在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有

一种流行的区别:意识符合某些经验诸如疼痛或愉悦的

经验,自我意识指的则是作为一个对象的自我的识别和

出现”[2]13。电影中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激发的是学

生的自我意识,他们要求学生去追问自己想要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经过两位老师与众不同的教学方式的

启迪,学生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死亡诗社》中的尼

尔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说“我平生第一

次知道了我到底想做什么,也是第一次我决心要做成”,
一个人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情。《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学生们也逐渐摆脱各种

束缚,基于自己内心真正想法选择了自己想过的生活。
教化学生不是简单地要求学生接受共同体的约束和服

从长辈与传统的要求,而是通过交流对话学会怎样去选

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电影中的两位主人公教师潜

在地认为,对人的教化不是一项确定性的活动,即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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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把关于人性的全部知识掌握住,教育过程以及过程

所产生的结果依然是不确定的。教育活动必须尊重受

教育者的主体性,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学会

对自我负责。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很多,来到学校不仅是

要学习生存的本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知晓人生存在的

价值与意义。如同基廷老师所讲:“医药,法律,商业,工
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是维生的基础。然而,诗歌、
美、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三 不同人性假设对变革结果的判断

我们在主观上总是希望教育变革能获得成功。从

宏观上看,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都以失败而告

终,由此新一轮的改革又在酝酿之中,仿佛只有找到先

前改革的糟糕之处才能为下一次改革的酝酿与发生找

到充足的理由。而电影中那种微观教育变革给我们呈

现出来的结果则别有一番韵味,持有不同人性假设的两

种力量对教育变革结果的不同判断,让我们对教育变革

的成功和失败有了别样的认识,也促使我们再一次思考

判断教育变革的成败标准。
威尔顿学院和卫斯理女子学院中的教师、教育教学

管理者以及学生的家长这些维护传统与现实的力量把

倡导变革的力量逐出了学校,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所以

两部电影的结局几乎一样,勇于变革的教师离开了学

校。无论是《死亡诗社》中学生尼尔自杀悲剧的发生和

基廷老师的被迫离开,还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凯瑟

琳老师主动选择离开,都可以看出以他们个人的力量想

要改变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学校教育状况是异常艰难

的。影片的结局是传统的教育力量成功地把变革的教

育力量从体制中毫不留情的驱逐了出去,基于个人教育

理想的变革失败了,学校中的传统教育力量得以保留,
传统得以延续。

勇于变革的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虽然离开了,但
他们并不是失败者,表面看上去失败的教育变革其实有

着更深刻的意义。经过两位教师的引导,许多学生的心

灵被唤醒,有了追逐自己梦想的动力,有了真正属于自

己的理想。《死亡诗社》中的学生尼尔虽然死了,但他的

同学认为尼尔的死不是基廷老师的错,反而是基廷老师

帮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目标,对人生充满了激

情与真正的热爱;当基廷老师离开教室的时候,学生们

以站在桌子上这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表达了对基

廷老师的感激和支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蒙
娜丽莎的微笑》中一群学生骑自行车给凯瑟琳老师送

行,象征着这些学生经过了一次心灵之旅后知晓了自己

想要的生活。在给启迪他们的老师送行的时候,他们也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选择,学会基于自己内心进行选

择,而不再充当父母和成年人面前的玩偶与傀儡,整个

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四 对学校教育变革的启示

所有教育活动背后均有人性假设作为支持,但以基

廷和凯瑟琳老师为代表的变革力量所持人性假设更有

益于现代学校教育改革,两位主人公老师在电影中的教

育实践对于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变革具有深远的启示。
(一)人性的自由是争取的自由

在笔者看来,这两部电影对人的自由问题给予了严

肃的思考。从人的成长来看,自由是不能被恩赐的,自
由也不是无拘无束的状态,自由的获得是个体争取的结

果。自由实际上是一个动词,只有基于内心做出的争取

与选择才有意义。因此,自由是个体基于自身意志的自

由,是勇于承担后果的选择自由。影片中当基廷老师和

凯瑟琳老师没有到来的时候,学生们生活的状态看起来

是那么和谐,他们在预定的生活轨道中奋斗着。基廷老

师和凯瑟琳老师的到来,打破了学校既有的沉寂氛围,
他们反对学生们在平静的绝望中生活,鼓励学生们说出

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时学生的自我意识逐渐被唤

醒,他们对自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始打破自己身上

的束缚,开始了争取自由的奋斗,直面自己的人生,承担

基于自己内心的选择焦虑。因此,教育活动中,受教育

者自由的获得并不是教育者恩赐和给予的,只能是在教

育者的帮助与启迪之下,受教育者通过自身努力与争取

获得的。如此获得的自由才有珍视的价值,这样的人才

真正地成为了人。
(二)教化人性要唤醒人的自我意识

教化人性固然要提升人的能力和水平,促进人的素

质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帮助人实现对自己负

责,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而成年人倾向于认为教育就

是恩赐给儿童很多的资源,总是觉得自己替年轻一代做

出的选择是最好的,走铺好的路可以顺利奋斗出美好人

生,年轻一代应该理所当然地接受。然而这不是教育的

真谛,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替代做出选择,个体只有真正

基于内心做出的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因此,教育与其

说是提供很多资源,不如说是通过资源的提供激发年轻

一代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成为独立和自由的人。教育

的对象是人,教育就是要帮助人实现意识水平的提升和

理性能力的增长,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要唤醒人的自我

意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学生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生活

的意义。在影片中,学生们在学校传统的环境氛围中,
接受着来自成年人的各种安排,并且同样也在努力奋斗

着,但这些安排由于没有经过学生内心自我意识的过滤

和洗礼,显得那么苍白,而且没有生机活力。在两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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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启发下,他们虽然经历了颇为艰难的选择与体验的

过程,但最终懂得了进行自我选择,开始为自己的理想

和目标而生活,由此生活变得多彩多姿,充满生机与活

力。
(三)教化人性的活动是难以成败论英雄

现代学校教育实行的是班级授课制,采取工厂式的

教学方式,教育变革成败的标准是大多数学生或者全部

学生是否得到发展,而学生获得发展的核心标准是学业

成就。但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最需要的是因材施教

和尊重个性差异。教育活动是情境性的具体活动,其对

象是具体个人,以学业成就作为标准衡量变革的成败实

际上是对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与具体性的否定,把教育活

动简化为冷冰冰的符号。从这个角度讲,衡量教化人性

成败的标准应该是能否促进学生精神生命的成长,能否

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能否帮助他们实现独立自主,而
这些标准难以量化,不能依靠测验来实现。教育变革的

成败标准在于人的内心,主观性比较强,学业成就高不

一定表明变革成功,学业成就降低也不见得变革就一定

失败了。就如同影片所演示的,勇于变革的教师被迫离

开,表面上变革失败了,然而学生们却知晓了诸多的道

理,自我意识得以启迪,从这一角度来看教育变革则是

成功了。教育变革的成败与否,只能以每个受教育者自

身发生的变化来衡量,观察他们追求理想、完善自我的

意识与能力是否获得唤醒和成长。
虽然电影中的故事和情节是虚构的,但它反映了现

实,促使我们对学校教育变革进行思考,使我们获得了

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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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HypothesisofHumanNatureintheGrowth
FilmandItsInspirationforSchool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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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twokindsofstrengthofsupportingandimpedingtochangeinthe
growthfilmsuchasDeadPoetsSocietyandMonaLisaSmilefromtheeducationperspective.
Thetwokindsofstrengtharedifferentfromgenerationsandeducationalmechanisms.Thejudg-
mentsoftheresultsofeducationreformwerealsoverydifferent.Comparingthesetwoconflict-
ingstrengthwecanknowtheassumptionofhumannatureownedbyreformstrengthismore
conducivetocurrentschoolreform.Theconflictbetweenthetwokindsofstrengthshowsthat
humanfreedomistowinthefreedom,andtrueeducationistoawakenandleadthepeople‘sself-
awareness.Thedidacticeducationactivitiesareimpossibletodeterminethehumannatureac-
cordingtotheresultofsuccessor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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