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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学校生活是学生主体性生成的重要场域,但这一场域对学生主体性生成的意义要客观看待。作为主体

性生成场域的学校生活有三个特质:控制、接受和竞争。这些特质对学生全面的主体性生成具有两面性和局限性,

必须重新认识学校生活对学生主体性生成的单中心定位,并在多中心定位基础上研究学校情境中主体性的生成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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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生活是学校教育的完整场域,对学生主体性

生成具有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学校生活的自我功

能定位上覆盖面过全和占有时空上过分膨胀,而教育

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导致教育信誉低下。限制学校生

活在时空上的过分膨胀,提高人们对教育的满意程度,
提升教育信誉,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这些研

究都要从重新认识学校生活基本特点开始。

一 学校生活:多学科透视

现在主流教育话语中,诸如“控制”、“接受”、“竞
争”等词语是学校避之不及的词汇,然而它们在主流的

教育实践中依然存在。因此,作为学术研究,我们不应

该讳言这些词语,而应该辩证看待这些词语对学校生

活的描述力。
(一)控制及其对学生主体生成的作用:学校生活

的心理学透视

从心理学的视域看,控制是学生发展的重要条件,

对学生产生有目的影响的主体都试图对学生进行控

制,学生自身也在进行自我控制。可以说,学生一出生

就是在控制中成长的。父母控制从出现时间上来讲最

早,入学后学校承担起这种任务,且对学生的社会化产

生了重要影响。从身心发展特点来看,中学生正处于

从未成熟迈向成熟的过渡期。他们的情绪表现直接、
强烈而 不 稳 定,且 以 感 性 反 应 为 主,理 性 反 应 则 较

少[1]。在中小学,如果对其理性发展加以适当引导,随
着学生年龄的成长,学生会出现理性地自我控制倾向。

控制是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质,学校生活可以看成

是在控制下完成的。许多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发现,

只有权威型教养方式(高支持、高控制)对青少年违法

具有预防或保护作用[2]。学生是一个发展中的个体,

在最初“人化”程度不高或自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

全责任的情况下,控制对学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

某种程度上,控制是使学生走向成熟的关键或是学生

作为不同程度的成熟的人的重要标志。但是,控制不

能与粗暴、不讲方式方法、冷漠等简单联系起来。

我们这里引入“控制”,主要是基于学生尚不能完

全按照某一规则进行行为或不能对其行为后果负全面

责任的考虑。有研究者认为,对失范行为进行教育控

制涉及到两个方面,即对实际失范行为的控制(惩处与

改造)与对预期失范行为的控制(预防与阻止)[3]。借

鉴相关研究,我们把控制可以分为预防性控制和监管

性控制。预防性控制在最大可能性地不让学生感到监

督的痕迹的情况下,在对学生的现有能力充分信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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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尊重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在学校生活中可能出现

的伤害和一些对学习和发展的不良影响。这类似于预

期失范行为的控制[3],但不是局限于失范行为。而监

管性控制则对学生缺乏必要的信任,处处怕学生违规,
时时怕学生不守纪律,使学生非常压抑。监管性控制

常常导致学生不喜欢上学、产生逆反心理,从而造成师

生关系紧张。监管性控制强调学生顺从、被动,从而影

响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形成。监管性控制对学

生的主动性、合作能力和独立个性发展也有很大的消

极影响。预防性控制对学生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而监

管性控制则引发监管主体与学生之间的冲突。在学校

生活中,我们必须区分不同性质的控制,提倡预防性控

制,避免监管性控制。
(二)接受及其对学生人格发展的局限:学校生活

的文化学透视

学校生活是一种高度目的化的生活,是用许多价

值规范“文化(动词的文化)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

中,学生是有主体性的人。在科学领域,其主体性生成

就在于学校能正确处理接受结果的被动性与接受目

的、过程的主动性的关系。比如,日常学校生活中,学
生往往知道书本上的数学公式肯定是正确的,对这个

“正确”的事实他要被动接受,但是接受了这个结果并

不等于学生学会了这个公式,而是必须主动地去探索

这个公式的导出过程,熟悉公式的应用方式。而在人

文领域,学校更倾向于注重让学生接受结论,不注意学

生主动探索这个结论得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识矛

盾。在人文内容接受过程中,学生的过程主体性没有

得到有效的生成。
因此,在学校生活中,特别是在学校的人文领域

中,可能给学生造成了这样的认识,即进入学校的都应

该是对的,都应该接受的,学校是一种充满“接受”的生

活,无需做出反思判断,人文领域的学习往往成了记背

之学。如果学生能够无意识地接受,并且他的智商没

有问题,那么他在学校基本上就是一个“成功者”;如果

学生有意识地接受,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学生也肯定是

一个品优学生。当我们沿着这样一个思路走下去,我
们发现在学校的成功者其实是一个接受者,而不必一

定是在理解学习内容的基础上内化这些内容背后的价

值的主动的授受者。我们不希望看到又经常看到的情

况是,一些人走入社会后,碰到不同于之前教育中学习

的观点时,或常常简单人云亦云,或简单地反对。
(三)竞争及其对学生社会化的影响:学校生活的

社会学透视

竞争本来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实,竞争是承认

能力差异和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对平等的最大限度的追

求。从个体选择和被选择参与社会活动的角度看,竞
争是个体参与社会的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没
有竞争也就没有了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多样性。但

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与自然、集团与集团之间展开的竞

争常常带来残酷的后果,因此,许多人批评竞争。“或
许由于人们担心强调培养竞争精神和竞争能力会强化

畸形的 竞 争,产 生 学 生 人 格 扭 曲 和 个 性 摧 残 的 弊

端”[4],在学校生活中人们讳谈竞争,希望把学校生活

装扮成一个一团和气的低竞争环境。许多人甚至认为

学校不应该公布学生的成绩,认为这是学生的隐私。
那么学校是一味地让学生自我感觉良好的地方吗?

这误解了作为育人场所学校,这是对学生不负责

任的表现,无论对学生的现在还是对学生的未来,这都

是不利的。从对在校学生负责的方面看,学校有义务

让学生认识到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当然,我们可

以讲究方法,比如在考试后公布的成绩单上可以不公

布姓名,只公布成绩列表,学生个人拿着自己的成绩都

可以对出本人成绩在学生总体中的位置。这样可以做

到只有学生本人知道自己的成绩、自己的位置。但这

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要报考上一级学校或者当有一天

谁考上什么大学时,学生仍然会既知道自己也知道别

人,这时他的承受能力能突然提高吗? 或者说,人的这

种承受能力是随年龄自然地成正比例增长的吗? 如果

这样,挫折教育的意义何在? 从对学生未来负责的方

面看,学生未来进入的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而非计划

经济社会,在市场经济社会处处都存在竞争,准备竞争

应该是每个社会个体的一种正常的心态,竞争品质是

现代人的一个重要品质。如果学校不锻炼学生的竞争

品质,学生走进社会不会忽然具备这种品质。
二 学校生活在主体性生成中的再定位:从单中

心到多中心

夸大学校生活对学生主体性生成的意义和遮蔽学

校生活对学生主体性生成的意义,都不利于在学校生

活中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因此,我们要超越学校生活

在主体性生成中“唯我独尊”的单中心观,树立承认学

校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在学生主体性生成中的作

用多中心观。多中心观要求正确看待学校生活的优势

领域,充分承认家庭生活、社区生活对学生主体性发展

的优势领域,从而互利互补,而不是越俎代庖。
(一)单中心观反思

有人认为,学校生活作为一种高雅生活,从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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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生活角度看,具有不完整性,因此有人对学校生活

加以否定,认为学校生活不完整、不周全。更有人提

出,学校生活是一种对学生日常生活的悖离,要求回归

生活。因为从长期来讲,日常生活才是对每个人都有

意义的生活,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生成的主体性才是

有意义的主体性。现实中,学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生活? 它遭遇着什么样的批评和尴尬?
学校生活中更多的是控制基础上的训练和潜在课

程意义上的潜规则的学习。操练主义,对学校而言仍

然是盛行的重要学校教育取向,这也是学校的软肋,广
受诟病。因为在学校中反复学习的许多东西,在学生

以后的生活中可能一次也用不上。这样的知识不能增

加学生将来应对生活中问题的能力,不能增加学生的

主体性。否定反思是学校潜文化的重要规则,也是人

们批判学校不利于培养学生主体性一个重要理由。形

成学校生活在主体性生成的单中心观的重要原因,就
是人们对学校生活功能预期过高。在预期过高的情况

下,讨论和问责学校生活的诸多“不是”,学校生活持续

遭逢挑战。
(二)多中心观建构

学校生活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之间是互补的,而不

是相互代替的,学生的许多主体性内容是学校生活所

不能完成的,如在亲情方面的学生的主体性、学生与同

伴的合作交往能力等。家庭不只是为学生提供经济支

撑,也应该是学生的情感支撑。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家

庭认知瓦解后,家庭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威廉·

T·格兰特基金会认为雇主、政府与社区应该进行“更
多的工作来使家庭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个变化着的世

界。这些努力必须从支持这些年轻人出生的家庭和大

人们创造出的家庭开始”[5]104。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

是学生生活的两个最主要的部分。学校只是学生主体

性生成的一个重要支撑,而不是唯一支撑。所以,学校

生活的定位从起点上就应该承认家庭生活的存在有效

性,而不是越俎代庖地包揽家庭日常生活的功能。但

现实中,学校把家庭生活当成学校生活的延伸,家庭生

活沦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学校让家长给学生辅导功

课,让家长监视学生做作业。这样一来,家庭生活的功

能被窄化了。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日常生

活能力和日常价值判断,讲明学校主导价值与社会多

元价值的关系,让学生认识到学校的主流价值观是多

种价值观中的一种,并且自觉地认识到主流价值观被

浸染的可能性,注意自身的价值选择能力和对选择负

责能力的培养。

可见,学校生活对学生主体性生成的单中心观是

学生或家长过高预设或孤注于学校生活的功能,从而

放弃家长应该承担的学生的主体性培养的任务而造成

的。而多中心观恰恰认识到了学校生活对学生主体性

生成的局限性以及局限性的合理性,把曾经侵占了的

家庭生活时空让渡出来,使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回到

它们能够最高效能地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促使扮演

侵略者角色的学校生活与扮演流浪者角色的家庭生活

回归常轨。
三 学生主体性生成:从认识到行动

学校生活含蕴价值,并且试图把其含蕴的价值传

授给学生,以期其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从这样

的意义上看,接受体现了价值植入的需要。但在接受

取向的教育窄化成记背、训练的情况下,如何让学生获

得真正的发展? 这是当下学校生活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该通过以下几个策略完成对学校生活的

改进,以促进学生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
(一)认识到主体性生成的阶段性

学生经验越少时,越容易通过权威接受知识、态度

和价值观。在小学时,学生的价值判断基础还没有具

备,价值判断能力尚未形成,因此,小学时的主体性,主
要是让学生通过知识学习和与师生交往获得主流价值

行为和主流价值认同能力。而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
学生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不断增加,学生面临多种经

验的冲突和多种价值环境,这就更需要主体性判断。
因此,学校生活,应该考虑学生主体性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在小学时多进行行为养成和价值引导,而随着年龄

的增长再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的培养。我们

要避免一种日常错觉———认为学生年龄越大,主体性

就越差了,因为他们“不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这

是一个非常经不起推敲的观点。其实,较大年龄的学

生可能并不愿意回答很容易就能说出答案的问题,或
者较大年龄的人更倾向于在心里进行思维而不是同时

说出来,或者较大年龄的学生可能找到了展示自己的

其他途径而不仅仅是通过口头把某个问题回答出来。
另外一个日常例子是画一个圆圈让人说与它相似的东

西,会出现随着年龄增长,说出东西会减少的现象。许

多人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个体的创造性越来越弱,主体

性越来越差。其实,这也是相当没有根据的。随着年

龄的增长,人们的认识越来越精细,人们对“胡说”越来

越不感兴趣了。
(二)认识到学校生活局限性的合理性

社会的发展使学校教育内容变得越来越膨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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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教育也希望给学生更多的东西。但学校生活时间的

有限性,决定了学校生活不能无限制承载太多的内容。
随着考试竞争的加剧,家庭扮演起了学校生活的配角

的角色。家庭生活的主体性生成功能没有被很好地挖

掘出来,而学校教育却认为自己没有承担起这一责任。
这种做法可以从杜威那里找到理论基础,当然可能不

是杜威主张的本义。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既然学

校生活是如此简化的社会生活,那么它应当从家庭生

活里逐渐发展出来;它应当开展和继续儿童在家庭已

经熟悉的活动”[6]6。许多学校举行厨艺大赛,学生便

回家做菜,像是学校不举行厨艺大赛,家长就不知道学

生未来还要吃饭一样。而且,一切是为学生之间的竞

争而做,而不是为了未来生活,也不是为体验父母每天

做饭的辛苦。因此,我们认为承认学校生活局限的合

理性是学校生活中主体性生成策略建构的前提。像做

菜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让渡给家长,让家长在日常家

庭生活中教他们,而不是通过学校搞几个活动。如果

学校生活不放弃这些相对自身而言的劣势领域,进一

步挖掘其优势领域,学校生活的功能就会事倍而功半,
学校教育就不能突出其专业化的地位。

(三)树立正确的控制观,以营造主体性生成的开

放空间

树立正确的控制观是学生主体性生成的关键所

在。学校生活在多数时候没有给学生选择的空间,这
往往使学生面临方式方法选择时没有比较能力,面临

生活中真实的价值冲突时无所适从。现实中,许多时

候我们只给到一个问题一种解决方式,然后让学生做

大量练习,熟悉这种方式;只让学生解决结构良好的问

题,而不让学生接触结构不良的问题。有时教师会对

学生说用最一般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就是灌输而非

正确的控制。控制是让学生在给定条件下解决这个问

题,比如可不可以借助他人的帮助等。因此,控制更多

的时候是一种思想,用这种思想指导学校生活,就是要

让学生在科学领域有完整自由的空间,在人文领域价

值认同和行为规范方面,知道如何选择,能够做出理性

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要努力超越“只要是学生

自己做的决策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认识,因为这

些个体的决策往往是情绪性的反应。在学校生活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要越来越重视学生基于理性的决策。
“实施以理性的方式来控制情绪,减低情绪困扰的理性

情绪教育课程”[1],是学校生活中必须重视的重要内

容。但是,并不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控制就不重要

了,而是说控制的方式和控制的范围发生了变化。现

实生活中,不是缺乏敢于行动的孩子,而是缺乏能够预

计自己做事的结果和能为自己做事结果负责任的孩

子。所谓主体性并不是“莽撞”和“大胆”,主体性有时

更表现在忍耐和沉着。
(四)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潜规则,以观察学生的

真实发展

与科学素养领域相比,人文素养领域中学生更可

能出现虚假发展。学生的虚假发展,在于学校生活在

学生看来与他们见到的其它生活价值标准是冲突的,
或他只是简单地坚持某倾向就可能投机取巧。正如有

人指出的那样,学生可能能够完整地背出爱国主义是

什么,但他未必从内心是爱国的;学生可能在老师面前

毕恭毕敬,但他未必从内心是尊敬师长的。学生出现

虚假发展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与人文领域过于“净
化”或评价脱离实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的评

价制度一定要进行改革,通过多方面考察学生的人文

素质,而不是以单一的书面成绩为依据。发现学生的

作伪行为,应该进行严厉的批评,而且要加强监督。如

果学生的表现是虚假的,就谈不上主体性的生成与发

展了。因此,在社会学科中,我们要加入两难故事,提
高学生价值判断能力。在人文素养养成中,要加强日

常行为规范方面的要求,提高学生的“慎独”能力,学生

发现和认同学校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引导是基于自己全

面健康发展的主体性的判断。在与其他价值观对比

中,他们认同主流价值观念;在辩证学习不同文化的过

程中,能够不断发现主流价值观的内涵与意义。这样,
可能有极少一部分学生不能完全按主流价值观生活、
做事与学习,但他们不认为主流价值观是不好的,只是

他们不能达到主流价值观的全部要求,或不想达到主

流价值观的全部要求。
(五)注意主体性表现的差异,以选择适合个体发

展的方式

在学校生活中,教师出于对学生的一视同仁,或者

怕学生说教师偏爱,往往以相同的方式发展学生的主

体性。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发展学生的主体性,而且会

影响到学生的正常发展。比如许多情况下,教师们通

过学生的自我学习,发展学生的主体性,而有的学生在

自我计划能力方面不强或者兴趣不高,不愿意自我学

习,而更愿意听讲和跟随能力很强,那么这种方式对学

生主体性生成则不是很好的方法。主体性强不是只指

学生能够独立学习,能够成功地跟随教师进行学习,同
样也是具有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学生能够自觉地认识

到他的优势学习方式,这本身就是学生具有主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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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现。学校生活中学生可以选择适合他们的方式

进行学习,工作时可选择与他们优势能力相符的领域

工作。我们的教育关注他们的主体发展,则是看他们

是否以自己优势的方式学会了和会学了。
(六)多元主体参与,把学校生活建成更加真实的

社会生活

从社会学看,个体经过家庭、学校和社会,最后完

成社会人的发展。家庭是学生社会化的第一步,在家

庭里学生初步学习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学校是学生社

会化的第二步,在学校学生应该进一步社会化,适应社

会的主体性进一步增强,并获得一定的独立生存技能。
而现实中家庭与学校过度净化的环境和过分关注学生

的智力层面,学生的相关的社会能力没有得到发展。
家庭与学校“应该认识到他们的责任是短暂的,而且是

有限的”[7]44。多元主体(学校、家庭、社区)应该培养学

生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竞争的能力,让学生在真实的

社会情境中做出对行动后果负责的理性行动,逐渐达

到社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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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LifeandtheFormofStudents’Subjectivity

QINYu-you
(InstituteofRural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Schoollifeisthemaindomaininwhichstudents’subjectivityisformed,butits
functionshouldbetreatedobjectively.Schoollife,asthesubjectivityformingdomain,hasthree
features:control,acceptanceandcompetition,allofwhichlayadualandlimitingimpacton
students’comprehensivesubjectivity.Thus,schoollife’ssinglecenteredpositioningfunctionin
formingstudents’subjectivityshouldbere-recognized,andformationstrategiesofstudents’

subjectivityinschoolsshouldbestudiedbasedonmulti-centered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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