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主体 不 仅 使 学 生 在 教 育 过 程 中 的 活 动

发生了 改 变，教 师 的 教 学 活 动 也 相 应 地 发 生 转

变，教师不再 以 传 授 知 识 为 主，而 是 带 领 和 引 导

学生展开探究性的研究活动，在让学生在研究当

中学习知识提高技能，教师的学术研究也不再是

与教学分离的单独的工作，而是和学生的探究活

动一同展开，从而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协调互动。

总之，“创造的教育”中蕴含的高等教育新思

维，从总体上说是符合高等教育本性的整体和谐

思维方式。把这种思维方式贯彻到教育实践中，
能够解 决 师 生 的 分 离、教 师 的 教 学 与 科 研 的 分

离、学生学 习 知 识 与 提 高 创 造 性 的 分 离 等 问 题，
也能够真正实现培养出既有知识和技能，又有创

造性的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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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时代，创造性人才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

的首要需 求。教 育 作 为 培 育 和 塑 造 人 的 特 殊 的

生命活动，理应是一项最具有创造性的事业。如

何以教育的方式，守护和唤醒人的创造的生命本

性，为人的生 活、人 的 发 展 与 人 才 的 成 长 真 正 敞

开可 能 性 的 空 间，已 经 成 为 这 一 时 代 的 重 大

课题。

创造是人的生命本性，是人之为人的自我生

成和自我 确 证 的 存 在 方 式。教 育 活 动 在 本 质 上

并非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活动，它要从根本上唤醒

和激发人的生命的创造潜能，为人的自由解放和

全面发展 敞 开 新 的 可 能 性。就 教 育 的 本 真 目 的

而言，教育 的 要 义 在 于“去 蔽”，即 是 要 解 除 一 切

遮蔽人的存在本性的东西，使人倾听和领会存在

的真理。因此，教育活动本身就应当是最具创造

性的生命活 动，它 要 立 足 人 的 创 造 的 生 命 本 性，

以教育的 创 造 性 守 护 和 唤 醒 人 的 沉 睡 着 的 创 造

性，从而培 养 出 具 有 自 由 个 性 和 创 造 力 的 人 才。

创造是对 庸 常 生 活 的 超 越。就 人 的 日 常 的 存 在

而言，他总是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之流中不断地

重复和展开自身的存在，以便使存在得以维持和

延续下去，这 是 存 在 得 以 保 持 自 身 的 基 本 方 式。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存在是平凡的，每个

人都毫无例外地具有平凡的性质。但是，人之所

以为人，又总 是 要 为 自 身 的 存 在 注 入 意 义，从 而

实现平凡的超越，也就是力求把自己的平凡生活

创造为一 种“不 凡”的 可 能 的 生 活。坚 持 生 活 的

可能性与存在意义的崇高性，愿意相信并追求人

生的卓越性，是人之创造性存在的哲学承诺和基

本信念。“创造的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引导人

为日常凡庸的生活注入超越性的态度与精神，激

发生命的创造本性，从而为自身存在开辟出一种

可能的思想道路与生活方向。

教育并不是脱离于社会的孤立存在，它坐落

并嵌入于 社 会 之 中。现 代 教 育 与 现 代 社 会 已 经

越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社会

需求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受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越

来越深。现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求，催逼

并诱惑着 高 等 教 育 的 功 利 主 义 取 向。就 像 思 想

家阿多诺 和 霍 克 海 默 所 批 评 的 文 化 的 工 业 化 一

样，高等教育亦出现人才培养的工业化现象。人

才作为“教育产品”，被期待在知识传递的流水线

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以便能及时满

足社会的当下需要。按照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解，

现代社会 是 一 个 价 值 理 性 不 断 衰 颓 和 工 具 理 性

不断扩张 的 社 会。实 用 主 义 和 功 利 主 义 的 价 值

取向也弥 漫 成 为 大 学 教 育 活 动 中 一 种 颇 具 支 配

性的精神态度。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大学内部，

·６８１·

8.《教育：以创造引领可能生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都漂浮和 充 满 着 一 种 焦 躁 不 安 的 就 业 焦 虑。过

于机械的 量 化 评 价 体 系 依 然 制 约 着 教 育 活 动 的

价值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现代高等教育已经失

落了古典 人 文 主 义 教 育 所 具 有 的 平 静 自 然 的 生

长态度，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一些主体主义的操控

和功利主 义 的 诱 导。教 育 活 动 中 根 深 蒂 固 的 知

识论立场，把人才培养演绎成一种单向度的知识

传递活动，从 而 使 人 失 去 了 创 造 的 欲 望、兴 趣 和

能力。在人的成长与发展的大学青春期，生命的

创造本性 有 待 于 在 新 的 教 育 理 念 的 引 导 下 进 一

步得到激活。
教育理念作为引导、规范并形塑教育实践的

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它集中体现着教育者对教

育本质的时代性理解、对教育发展趋势的总体性

判断以及 对 教 育 理 想 的 目 的 性 追 求。教 育 作 为

人与人之间所展开的文化传递、思想对话与精神

交往活动，是 通 过 人 为 了 人 而 展 开 的 精 神 实 践，
它应当面向人的存在，促进人的生命本性的开显

和提升。教育活动要尊重人本身，这种尊重首先

体现为对 人 的 生 命 创 造 本 性 的 尊 重。“尊 重”是

教育的前提，而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真正目

的乃在于激活人的创造的生命本性，引导人去创

造性地思想和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

性的 生 成。因 此，从 逻 辑 的 观 点 看，“创 造 的 教

育”以“尊重的教育”为前提，“尊重的教育”以“创

造的教育”为旨归。“尊重的教育”内在地展开并

升华为“创造的教育”，“创造的教育”本质地内蕴

并潜含着“尊重的教育”。
“创造的 教 育”理 念 旨 在 激 发 学 生 的 创 造 天

性，培育学生 的 创 造 能 力，而 这 首 先 需 要 唤 醒 学

生的学习 欲 望 和 思 想 兴 趣。按 照 思 想 家 海 德 格

尔的理解，当 人 们 着 手 他 从 事 的 每 一 事 情，以 便

使自己从本质上与它相吐露的东西相一致时，他

就是在学 习。学 习 的 本 真 目 的 不 应 是 基 于 外 在

的强迫或功利的思虑，而是要在兴趣的引导下朴

素地面向事 情 本 身，以 倾 听 和 领 会 存 在 的 意 义。
兴趣是我们抵达事物本质的自然通道，它召唤着

人们的思想，使我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喜爱之心并

愿意在精 神 上 陪 伴 在 它 身 旁。过 于 执 着 和 沉 浸

于各种外在的考量，就会遮蔽面向问题的真诚态

度，从而急于绕过过程而倾向于直接获得结果和

答案。我们 的 教 育 所 培 养 的 学 生 之 所 以 创 造 性

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教育的起始处就使学

生失去了追问的愿望和思想的兴趣，学生自然就

对所学习的 内 容 少 了 一 份 亲 近、体 贴 和 会 心，其

所具有的 创 造 本 性 就 会 处 于 休 眠 和 被 遮 蔽 的 状

态。因此，引 导 学 生 发 现 真 理 的 魅 力，感 受 思 想

的力量，享 受 思 考 的 乐 趣，是“创 造 的 教 育”的 真

实起点。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创造是一种否定性的

力量，它体现为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没有对现有

存在的质疑，没 有 对 既 成 观 念 的 追 问，没 有 对 确

定价值 的 反 思，就 不 会 有 真 正 的 创 造。因 此，在

教育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便成为“创

造的教育”的 核 心 内 容。在 马 尔 库 塞 看 来，现 代

社会通过科技理性的宰制，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同

一性思维的单向度的人。这类人没有批判精神，
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没有能力去想象和追求与

现实生活 不 同 的 另 一 种 生 活。人 所 具 有 的 创 造

性，是以批判精神为前提的，它需要对假设质疑，
对前 提 挑 战，从 而 激 励 想 象，激 活 思 想，激 发 智

慧，否则人们 的 思 维 就 会 陷 入 僵 化，想 象 就 会 陷

入呆滞，精神就会变得贫乏。“创造的教育”就是

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学生敢于想象另一

种思想和生活的可能性，从而从流俗的观点和常

规的视野中，开 拓 出 新 的 思 路 和 视 域，创 造 出 一

个别样的世界。
创造需要一定的土壤和空间，也需要相应的

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目前，教育者的创造性发

挥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总体上还依然受困于与

教育内在 逻 辑 不 相 符 合 的 外 在 化 制 度 和 体 系 的

宰制，适宜创造的大学生态及其制度文化还有待

进一步形成和建构。教育的创造需要沉潜，需要

专注，需要包容，需要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超拔。
就像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如果人的精神太过忙

碌于现实，不能从周围琐屑的兴趣和繁琐的事务

中抽离出来，我们的思想和情绪都被现实的利益

所左右，就很难有形上超越的精神生活以及面向

存在本身的真实思考，也就难以形成创造性的思

想。从本质上看，真正的创造需要必要的闲暇时

间和闲适心情，需要有超越功利的纯粹理性追求

和内在超越的精神态度。在此意义上，真正践行

“创造的 教 育”，还 需 要 为 教 育 者 创 造 专 心 育 人、
潜心研究、舒 心 生 活 的 空 间 和 条 件，也 需 要 创 造

思想自由、开 放 包 容、宽 松 和 谐 的 文 化 氛 围 和 制

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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