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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评估思想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
然没有对德育评估进行研究， 但在其宏大的思想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评估思想。 马克思
主义价值本质的思想是德育评估的基础， “两个尺度” 的思想是德育评估标准依据， 实践的
思想方法、 “历史” 与 “人本” 的评价方法、 数量分析方法是德育评估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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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评估是 人们依据某 种标准， 借助 一定

的方法、 程序与手段， 对德育的 价值属性作 出

判断。 这种价值判断不是盲目的， 而是自觉的，
是以人们对某种 “标准”、 “依 据” 的正确认 识

与把握为前提。 评估涉及三个重 要问题： 一是

评估价值本质问题； 二是 评估标准 问题； 三是

评估方法原则问题。 马克思 主义是关于 无产阶

级和全人类解放的观点和 学说体系， 蕴 涵着丰

富的德育评估思想。

一、 关于德育价值的思想

评估的实质 是对某种活 动的价值判 断， 是

主体对价值的观念把握和能 动反映。 价值 与评

估的关系是： 价值是评估的基础 和对象， 价 值

决定评估； 价值是不能直 观反映的， 必 须经过

评估这个中介环节才能被 确定。 一般认 为， 价

值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 别的社会劳

动。 如： 市场上商品的价 值是生产者 之间交换

产品的社会联系的反映， 是 通过交换 价值来体

现的。 马克思指出： “物具有价值， 只是因为有

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 [1] 劳动是创

造价值的源泉。 马克思研 究了劳动形 成价值的

特性， “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 成价值，
为什么形成价值， 以及怎样形成价值。” [2] 马克

思还指出 “使用价值” 这个概念， “物的有用性

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3]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实际

上归结为两个概念： 一是价值， 亦称劳动价值；
二是使用价值， 亦称效用价值。 在哲学意义上，
价值是一种体现主体与 客体之间需 要与满足的

关系， 表示客体对于主 体的效用与 意义。 在这

里， “价值” 超越了价值与使用价值， 劳动价值

与效用价值， 提出了哲学 意义上的一 般价值概

念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关 于 价 值 的 论 述 体 现 出

“价值， 是客体本身具有的属性同主体需要之间

的一种特定的关系。” [4] 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评价

构成了人们不同的价 值观。 马克思、 恩格斯的

价值理论揭示了 “价值是 人的本质力 量的对象

化”， 是客体对于主体的作用与意义， 是 “主体

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 的双向统 一。 价值是 一

种关系范畴， 在价值哲 学中通常把 外物看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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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把人看作主体， 而价值 正是在主体 与客体

发生关系时， 因客体满足了主体某种需要而产生。
马克思、 恩格 斯的价值理 论是德育评 估理

论的基石， 按照马克思、 恩格斯 的观点， 参照

国内外对价值的界定， 德 育价值可以 界定为德

育满足受教育者和社会 的需要， 促进 受教育者

和社会利益的关系。 德育 评估是根据 一定德育

价值观或德育目标， 对德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
具体而言， “德育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 程

序与技术手段， 对德育过程及 结果进行评 价与

估量。 德育评估是 ‘评’ 与 ‘估’ 的统一。” [5]

前者侧重于定性描述， 以德育价值目标为依据；
后者侧重于定量， 反映德育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 关于德育评估标准的思想

任何评估都 存在标准问 题， 标准是价 值判

断的尺度和准绳， 它反映评估 对象实现价 值的

程度。 换句话说， 评估 标准是为了 判断评估 对

象所达到的程度而作出的具体规 定， 是对评估

对 象 作 出 具 体 判 断 的 依 据。 评 估 的 标 准 问 题，
直接关系到人们能否对评估对象作 出正确的价

值判断。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提

出 “两个尺度” 的思想， 这 “两个 尺度” 问题

就是标准问题。 马克思指出： “动物只是按照它

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 要来构造， 而 人却懂

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

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6] 马克思在

这段话中提出了人类生产劳动的 “两个尺度”，
即客体内在尺度与主体内在尺度。 这里马克思

明确地阐述了人的一切活动都必 须遵循 “客体

的 内 在 尺 度” 和 “主 体 内 在 尺 度” 进 行 判 断，
这对于我们理解与考察德育评 估标准具有 重要

的指导意义。 客体内在尺度由 客体的本性 和规

律决定， 所以是真理尺度或真 理原则。 主体 内

在尺度是由人的本质力量的属 性决定的， 所 以

是价值尺度或价值原则。 真理原则 和价值原 则

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两大原则， 可以 转变为社会

价值的两大标准， 也就 是客体的真 理标准与主

体的价值标准。 [7] 对德育的正确的价值评估也必

须从主客体两个纬度出 发， 弄清楚客 体的真理

标准与主体的价值标准之间的辩证关系。
德育评估活 动中的 “主体” 是处于一定 社

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集团、 组织 与个人， 或处

于一定教育环境中的教 育者和受 教育者。 探讨

德育主体需要弄清楚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
社会对德育的需求、 德 育活动及受 教育者的内

在规律， 还要探讨主体 需要与德育 条件之间的

联系。 德育评估活动中 的 “客体” 的属 性， 是

主 体 需 要 的 价 值 对 象。 它 们 或 是 有 政 治 价 值，
或是有经济价值， 或是 有文化价值， 或是有德

育价值等。
主 体 的 价 值 标 准 与 客 体 的 真 理 标 准 之 间 ，

本质上是反映与被反映、 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只有当主体的价值标准与客 体的真理标 准相一

致， 人们才能对评估对象作出 正确的评 估。 评

估标准应该是主体的价值标准 与客体的真 理标

准的统一， 包含两个重要内容， 即 “合目的性”
的价值标准与 “合规律性” 的真理标准。

德育的评估 标准首先取 决于德育的 价值取

向， 即德育的教育目标问题。 它是德育评 估的

出 发 点 与 立 足 点， 是 评 估 的 内 在 尺 度 与 依 据 。
德育的直接受益者是受教育者， 是 为了满足 受

教育者提高知识、 能力、 素质的需要。 但是德

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纯粹 为满足受教 育者个人

发 展 的 需 要， 还 要 促 进 社 会 发 展、 人 类 进 步，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把受教育者 培养成为 社会

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 接班人。 德育 必

须满足一定的政治、 经济、 文化的 需要， 其现

实性与可能性构成了德 育的价值， 包 括其政治

价值、 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 [8]

其次， 德育评 估标准还取 决于德育的 内在

本 质 与 规 律。 德 育 是 极 其 复 杂 的 创 造 性 活 动 ，
它的主要功能是传递社会生活 经验并培养 人的

社会活动， 通过培养人来为社会服务。 [9] 德育作

为一种社会活动， 它必须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发展相适应， 并遵循社会 行为准则。 德 育

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 必须根 据受教育者 的

身心特点及德育的内在规律， 把受 教育者培 养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促进 社会发展是

实现德育个体价值的外在目标， 而 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则是德育社会价值的内在 依据。 德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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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必须根据这种 “外在目标” 与 “内在依 据”，
根据德育的本质与规律确定标准。

三、 关于德育评估方法的思想

德育评估是 一种对德育 活动的客观 而综合

的价值分析和判断， 它必须 具有相适应 的科学

方法， 才能得到科学的评估结 论。 马克思 主义

经 典 作 家 虽 然 没 有 对 德 育 评 估 进 行 专 题 研 究 ，
但在其宏大的思想宝库中我们 仍可以获得 有关

评估方法的思想。
第一， 实践的 思想方法。 马 克思在其博 士

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 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 自

然哲学的差别》 中， 把 “实 践” 视为一种 精神

的理论活动， 并作为解决现实 社会矛盾、 推 动

历史前进的力量。 马克思指出： “一个本身自由

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 力量， 并且 作为一种意

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 王国， 转而面 向那存在

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 [10] 马克思认为，
仅靠精神的力量与思想 的批判， 不能 解决社会

现实问题， 必须借助物质的批判力量。 他指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11] “人的思维是

否具有真理性， 这并不 是一个理论 问题， 而是

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 在实践中证 明自己思

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 的现实性与 力量， 亦

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12] 实践是人的社会力量

的源泉， 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社会 发展的决定 力

量。 一 个 理 论 的 价 值 只 有 通 过 实 践 才 能 确 定 ，
理论的价值不仅是为了认识世界， 更重要的是

为了改造世界。 实践的思 想方法对 于德育评估

方案的制定、 评估指标及 体系的设计 等都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德育评估必须经过预试与实验，
必须经过反复实践， 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二， “历史” 与 “人本” 评价方法。 对人

类社会现象特别是马克思所 处的资本 主义社会

现象进行历史评价与人本 评价， 是马克 思、 恩

格斯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提出： “人的本

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 在其现实 性

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3] 他批判了费

尔巴哈的 “撇开历史进程， 孤 立地观察宗 教感

情， 并 假 定 出 一 种 抽 象 的———孤 立 的———人 类

个体” 的错误观点， 建构了以历史评价为基点，

集社会历史评价与人本 评价为一体 的社会评价

思想。 “历史评价” 是指从生产力的发展的角度

来 判 断 社 会 历 史 事 实 和 进 程 的 意 义 ； “人 本 评

价” 是指从人的生存与发展角 度对社会 的历史

事实和进程作出评价。 从 “历史 观” 角度所作

的评价与从 “人本观” 角 度所作的评 价， 最终

会 在 社 会 总 体 发 展 中 达 到 统 一 。 马 克 思 强 调，
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要注意 从现实合 理性

与历史合理性的辩证关系中去 理解。 恩格斯 也

认为： “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 因

此， 对它发生的那个时 代和那些条 件来说， 都

有它存在的理由； 但是对它 自己内部 逐渐发展

起来的、 新的、 更高的条件来 说， 它就变成 过

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14]

马克思不仅 从历史视角 划分社会形 态， 提

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将来向 社会主义 社会和共产 主

义 社 会 进 发。 而 且 从 人 本 视 角 划 分 社 会 形 态 。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 的）， 是

最初的社会形态， ……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 础的

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 大形态。 ……建立在个 人

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 力成为他 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 性， 是第三个 阶

段。” [15] 马克思从历史 （生产关系） 角度划分的

“五种社会形态” 与从人本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

类能力发展） 角度划分的 “三种社 会形态” 是

“历史评价” 与 “人本评价” 的辩证统一。 这种

丰富的社会评价思想对于德育 评估方法的 借鉴

与选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也 就是把评估 放在

“历史” 的坐标轴上， 从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

化 、 教 育 的 现 实 需 求 及 促 进 社 会 全 面 发 展 的

“人本” 要求出发， 谋划选择以人为本、 促进人

的发展，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德育评估及方法。
第三， 数量分 析方法。 马克 思的数量分 析

方法， 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定量分析与

定 性 分 析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马 克 思 在 《资 本 论》
中， 一开始就提出商品质的规定性， “商品的价

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16] 然后，
马克思专门分析价值的量， “价值量是怎样计量

的呢？ 是用它所包含的 ‘形成 价值的实 体’ 即

劳动的量来计量” [17]。 “是社会必要劳动量， 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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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 决 定该使用

价值的价值量。” [18] 同时， 马克思还分析了劳动

生产力与价值量变化的关系。 从 马克思对 “商

品” 的分析研究中， 我们 可以知道商 品的使用

价值与价值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 马克思指出：
“作为使用价值， 商品首先有质的区别； 作为交

换价值， 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 [19] 通过对事物

质与量的分析， 从而把 定性分析与 定量分析有

机结合起来。
二是数量分析与语言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 《资 本 论 》 中 ， 马 克 思 大 量 使 用 了 如 确 定

“计件工资” 的比较分析数量法， 揭示 “地 租”
的资金图表分析法， 计算 “剩余价 值” 的数学

计算法， 反映 “社会生产两 大部类” 变化 关系

的确定定型法。 但马克思研究的 “量”， 不只是

单纯的数量关系， 还是一 个语言变量 关系。 如

价值规律 “只是社会必要劳 动量， 或生产 使用

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 定该使用价 值的

价值量。” [20] 在这里， 价值规律所表述的量对量

的关系， 就是语言变量， 而 不是数学变 量。 马

克 思 在 论 述 中 大 量 使 用 的 “绝 对 的 ”、 “一 般

的”、 “越大”、 “越多” 等都是语言变量。
三是精确性 分析与模糊 性分析相结 合的方

法。 精确性分析与模糊性分 析是马克思 定量分

析的有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 对一些经 济范畴

和经济规律的分析数量精确、 界限明确。 如 在

《资本论》 中， 关于 “资本”、 “剩余价值” 等揭

示资本积累本质经济现象， 作了 精确的数量 分

析。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 “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

许多行业和 许多年度的 平均数而存 在。 ……它

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 现实性， 而只 是一种近

似值， 一种倾向， 一种平均数， 但不是直 接的

现实。” [21] 这里， 作为平均数规律的一般利润率

规律所体现的数量关系， 也是模糊的。 马克思

恩格斯正是从质与量的有 机联系出发， 运用模

糊分析法正确把握事物的质， 通过量的 处理去

认识质， 从而更精确反映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马克思、 恩格 斯的数量分 析法， 不仅为 德

育评估提供方法论的原则， 而且 还为德育评 估

直接提供 “方法”。 德育评估要把上述 “三个结

合” 贯彻始终， 把质与量有机 结合起来， 正 确

揭示与反映德育现象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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