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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宾塞教育目的理论的意义和影响

丶
x 民世

内容提要 基于对传统教育目和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斯宾塞提出了一个新的教

育日的——为
“
完满生活

”
作准备。在这里,斯 宾塞尝试着抛弃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

模式,对教育日的进行具体、实在的设定。在教育目的理论由一般 目的向细化目标的

发展历程中,斯宾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 是

斯宾塞教育日的细化的方法被广泛采纳,二是他以生活为基调来设定教育目的的思路

得到普遍认同。

关键词 斯宾塞 教育目的 意义 影响 目标细化

长期以来,有 两个方面的因素制约着教育目的的厘定,其一是对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的基本态

皮和倾向,其二是对社会要素及个人要素的诸多细目的态度和倾向。前者决定了教育目的的重

心,反映出教育日的的总体面貌。有两种表现形式,要 么强调受教育者社会共性之养成,要么巫

视受教订者白身的发展。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L,对社会要素和个人要素的子项进行筛选,以确

定教育 H的 的具体格局,或重道德,或重智慧,或重知识,或 重能力,如 此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

关系和要素间充满着矛盾。教育家们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不 断地在这当屮寻求协调。教育目的

也就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版本。在审视这些形形色色的理沦时,我自
、
lⅠ卜仅应当联系其所处的时代

背景,还要把它们放在理沦发展的历史屮加以分析、判断,从而辨明它们的意义和形响。以这样

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斯宾瘪(H,S""er,18⒛ ^1903)的教育目的理论,我 们会得到一些有益的

启示。

以个人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的理想价值观(或 内在价值观)和 以社会效率为基点的教育的 ⊥

只'阶 值观(或 外在价值观)在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了充分的表现。斯巴达代表着教育中的社会屮心

的阶值取向,以整固社会结构为教育的核心议题。这种教育模式被柏拉图理论化,从而形戊西方

赧早的教育工具价值川l论体系。雅典的教育则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谋求个人的和谐发展.这种

实践被亚里士多德总结概括,成 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潮之滥觞。古罗马时期,教育的社会性被

强化。这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帝国统治的需要使然,也与罗马人的气质相吻合。中世纪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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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特殊方式再现这种思维模式。神性和教会的一统天下需要个人的绝对服从,教育目的当

然以神为中心。正是由于中世纪教会对人性的极端压制,才导致了文艺复兴以爆发的形式重塑

人的形象,体魄、智慧、学识、能力等等成了教育所向往的日标。崇尚人性解放是人文主义教育理

论中最浓重的一笔。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文主义者无法完成在教育中人性回归的使命,但它们的

遗志却被一个法国天才所继承和发扬。人类对教会价值观乃至整个旧文化思想体系的真正彻底

的反击是从卢梭开始的。他高举着
“
自然状态

”
和

“
天赋人权

”
的大旗,建立起以人、以儿童为中心

的教育价值观。可以说,真正的现代教育在精神上是以卢梭为起点的。卢梭的偏激只能被理解

为教育观上的矫枉过正。

然而,就理论自身的发展而言,直到近代,教育价值和目的学说仍然停留在玄学阶段。追求

抽象的、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成为一种通病。这茸接导致了旧的教育目的(理想)虽 然美妙,却始终

无法具体化为教育操作方略。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的人是赫尔巴特 (J.F,

Herb盯 t,177⒍ -1841)。

赫尔巴特在教育目的理论上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一方面固守传统教育目的观,心 中揣着

社会秩序的律条,把德行视为
“
整个教育目的的代名词

”[11。 另一方面又觉得一元的教育目的有

悖教育的本质。他指出 :“ 从教育的性质说,要在教育上有可以遵循的统一目的是不可能的;简

单的理由是因为每一件事须从这一思想出发:即 教师必须在儿童身上看到他的成年,因之学生们

在将来居于成年人的地位所面向的种种目的,就一定是教师当前所应关心的事 ;他一定要事先为

达到这些日的,使他作内心的准各。
”[2]赫尔巴特意识到,由 于社会分工的现实,学生将来必然面

临种种职业选择。囚此,应 当在既保持对学生作为未来社会成员的一般要求(教育的一般目的)

的同卩刂
·
,又针对学生未来的职业差异设定某些亚目的丁^“多种职业准各

”
。尽管赫尔巴特没有

也不可能展开和完善这一理论,但他却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为教育目的的厘定提供了一个新思

路 :把一元的教育目的分解为多元的亚目的,以便于操作。此后,教育目的理论富于意义的演绎

重点就是寻求细目(要素)的 合理而完善的划分、筛选和搭配。美妙而抽象的观念辶L位于实实在

在的利益兼顾。这一过程始于赫尔巴特的构想雨T成于斯宾塞的框架。

斯宾塞
“
幸运

”
地生活在

“
维多利亚

”
日刂
·
代(1819— 1901)。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英

国在不到 100年 的时间黑,就从一个二等农业国家变成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工业革命完

成以后,英国成了名符其实的
“
世界工场

”
。1850年 ,其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39%,贸 易

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1%。
“
日不落帝国

”
踌躇满志,斯宾塞也

“
骄傲

”
地以为自己生活在人类的

“
黄金时代

”
。同时,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三大发现已经深人人心,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

代的斯宾塞,一面讴歌着资本主义的制度和Ⅱi活 ,一面也在进行思考。其一,具有强烈时代感的

斯宾塞意识郅,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观念和制度应当与之相适应,进行变

革。其二,对科学
“
事实

”
的思考,导致了斯宾塞哲学思维上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倾向,这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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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思维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在斯宾塞的教育理论中,具体、实在的分析多,而抽象、晦涩的论

述少。跟过去许多教育家直接从哲学、宗教、伦理等范畴演绎出教育观念的 思路相比较,实证

主义之干斯宾塞具有明显的工具意义。这在斯宾塞的教育目的沦中有充分的体现。

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格局首先在英国得以实施,但资本主义的教育格局在英国却举步维

艰。在理论上
“
t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

”
洛克所追求的

“
绅士

”
理想不过是在贵族 m‘统里溶进资

产阶级粘神的混血儿。在教育实践上,英 国学校的保守传统在世界教育史上独具特色c在欧洲 ,

从 17世纪起就有人不断批评学校教育的古典主义倾向,主张开设实科和现代文科课程,但英国

学校始终对此充耳不闻。直到斯宾丬ζ时代,教室∶Ⅱ仍然回荡首圣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枯燥讲

述,公学和文法学校仍然拒数、理、化、生于门外、

斯宾塞对这种状况表示 F极大的反感,并 对导致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囚——传统的教育日的

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为i灾基认为,传统的教育日的只足徒有其表的装饰,与 实际生活需要脱离。

他指出 :“ 古典教育的真正动机只是为了顺从社会舆论。同给儿茧装饰身体一样,人们也随着风

尚装饰儿童的心智。
”[3]仿 佛只有这样,才 能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获得

“
最多的称赞、荣誉和尊

敬,才能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
”
。斯宾塞深刻指出,旧教育迎合了社会的虚荣风尚却完全忽视了

个人的实际需要。
“
我们每个人都不满足于安静地在各个方面充分发展我们的个性,而是很焦急

地鸿望使我们的个性深深地打动别人,并且多少支配他们
”[41。 这种空疏无用的教育日的反映

在课程 卜就是教育科目与生活相分离。斯宾尜认为,古 典课租大多都是徙然粉饰生活、点缀人生

的装璜i毫无实用价值◇他指出:“ 我↑J所追求的都是装饰先于实用。那l些受人称赞的知识总放

在笫一位,而那些增进个人福利的知识倒放在笫工位。
”[5]到 头来,学生t∶ 费了许多年学习的东西 ,

对他在店铺里、在办公室、在管理家产或家务屮、在银行或铁路工作屮,总之对他在实际工作和F⒈:

活中帮助甚微。为亍宾来决`CJ、
把这种本末倒阝重新颇倒过来。为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白己的

教育目的观、冫

斯宾塞认为,生活应当是教育价值的核'b,教 育日的应当围绕
“
完满生活

”
展开。他指出 :“ 怎

样去完满地HI活 ?这既是我们需要学的大事,当然也就是教育中应当教的大事。为我们的完满

刂i活作准各是教育应尽的职责。
”[61这 g1的 “

完满Ⅱi活
”
在内涵上是指

“
在各方面,各种怙况下正

确地指导行为使合乎准则
Ⅱr71,外 延则包扦

“
怎样对待身体,怎 样培养心智,怎样处理我们的习T

务,怎样带好儿女,怎样做一个公民,怎 样利用白然界所供给的资源增进人类幸福
”[:]等

等。进

llll,斯 宾塞按照人类生活的重要程度把
“
完满∴丨;活

”
具体化为五个方面 :“ 1,直接保仝白己的活动 ;

2.从获得生活必须淠:i而问接保全白己的活动;3,抚芥教育子女的活动
"。

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

系有关的活动;5,在生活中的闲暇时问满足爰好和感怙的各种活动。
”[91

斯宾琅的教育日的理论令人耳日一新。首先,受其实证主义哲学观的影响,斯宾塞在对教育

冂的的设定和描述~L,抛弃了过去教育家们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框架。他把
“
∠L活

”
理解为其

体、实在的活动,而 以五个分项指标来表征
“
完满

”
。比起过去教育目的的厘定思路,斯宾塞实现

了五大突破Ⅱ教育日的理论的发展。就是从哲学的玄妙走向生活的具体。在这一过程屮,斯宾

琅占有五要的位置。其次,从斯宾来的卫Ⅱ论巾,我们看到一种新的方法论 :把 日的细化。他的教

宵日的体系既有总的纲 :“ 完满生活
”
,也有其体的日:π 种活动。这五个方雨i也就构成斯宾琅教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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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的的细化目标。目的和目标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这在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应当指出,

斯宾塞教育目的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目标细化上。只有明确、具体的目标才能为教育

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依据和评价标准。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教育目的论扬弃
“
美妙

”
理想的原因。

当然,我们并不以为斯宾塞穷尽了目标细化。他只是理论发展史的工个片段。其理论能够给后

人以启发,教育目的论能以其为起点演绎出一片新天地,这就足够了。第三,在社会与个人的关

系上,斯宾塞显然站在个人一边。他对幸福的描述以及对生活要素的甄选都表明了这一点。一

些人对此不以为然。教育目的的设定究竟是以个人为基点,折射出社会的要求,还是原原本本地

再现社会意志,这本身也还没有
“
公允

”
的答案。我们倾向于前者,因 为我们牢记着我们先贤教诲

的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至于斯宾塞对社会要素和个人要素的筛选标准是否合理,这是可

以商榷的。

斯宾塞教育目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其要素筛选和目标细化的方法论上。有人

指出:“ 斯氏之目的论,在英美教育方面影响甚大,因 为中小学教育目标,直到斯氏分析时为止,仍

是概括而模糊的,甚么是学校教育目的,很少有所讨论,甚至没有一点基础。但是 自斯氏发表此

文后,学者间对教育目标之客观的研究,始行重视。
”

[⊥0]斯
宾塞以后,很多人按照他的思路对教育

目标进行了细化。在英格利斯 (Ins9l“,A,)的 三大目标、博比特(hbh仗 ,F,)的 十大 目标、库斯

(Koos,L,V)的 二十-项 目标、图东(Touton,F.)的 八大目标、帕克(h1· k叽 S.G.)的远近目标等

等目标分类中[I1],我们常常看到斯宾塞的影子。

斯宾塞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尤为深刻。1918年 ,美国教育协会
“
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

”
发表了

著名的报告《中等教育基本原则》,对 中等教育的方针、目标、制度、课程等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

述。确立教育目标是该报告的核心内容。在这里,斯宾塞的教育目的理论既是指导思想,也是蓝

本。首先,报告认为
“
中等教育必须以使青少年能够完满地和有价值地生活为目的

”[12]。 斯宾塞

的
“
完满生活

”
论几乎得到了完整的再现。难怪康内尔说 :“ 这一r说法可以告慰斯宾塞的在天之

灵。
”[I31其 次,该委员会在充分参考斯宾塞

“
完满生活

”
五分法的基础上,确 立了中等教育的七项

目标 :1,促进身体健康,2.掌握读、写、算等基本技能,3,成为合宜的家庭成员,4。 职业适应性,5.

公民素养,6。 有价值地使用闲暇,7,道德品质[14]。 我们注意到,委员会沿袭了斯宾塞的思路,增

删的手脚没有透出多少创新意味。在要素甄选方面,委员会多了一点周到,少 了一点个人本位的

极端,但基本框架依旧。同时,“ 七项目标
”
和斯宾塞的

“
五种活动

”
基本上处在同一层面,在 目标

的进一步细化上,委员会也没有多少进展。尽管如此,《 中等教育基本原则》仍然是一份极具影响

力的文件。
“
它指出了整个美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

”[15),不
仅对中等教育,而且对其它各级教

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康内尔指出,“ 报告
”“

对目标的表述,成 了一种模式,被广泛应用到后来的

大量关于各方而教育问题的报告中,应用到教材中,贯穿到后来多年的教育问题的讨论中。它在

国外也被广泛传阅和详尽引用。在下半世纪(按指⒛ 世纪的下半世纪)的官方报告中,尤其是英

语国家的官方报告中,可 以看到它的影响
”[161。 总之,斯宾塞的精神在《中等教育基本原则》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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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全面的继承,同时,通过这个报告 ,斯宾塞的影响继续向前延仲。

1938年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
“
教育政策委员会

”
把教育目标归结为四个方而 :自 我实现、人际

关系、经济效能和公民职责。每个方面又分若干细 目。19++年 ,该委员会又对教育 目标加以修

补,择其要者有 :公 民、家庭成员、文化素养 、身心健康、职业准各、思考能力等等
[上 7]。

《中等教育

基本原则》发表以后,教育 目标体系有许多变种,但它们都和
“
教育政策委员会

”
的表述一样 ,基本

上采取了《中等教育基本原则》的思维框架。1958年 ,《 国防教育法》颁布以后,情况有 了些许变

化。然而,“ 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并经常被引用的仍然是美国
‘
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

’
提出的

‘
七大

原则
”[1:]。 斯宾塞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斯宾塞基于实证主义哲学观和对传统教育 目的观的批判,提 出其教育 目的理论。

尽管他还不能完结传统的终极 目标,但却提出了——个崭新的思路。教育 目的理论的发展史就是

由价值取向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由 封闭型走向开放型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斯宾塞是一个重

要的环节。斯宾塞教育 目的理论的贡献和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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