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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真的大学生德育

———基于生存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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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存论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与德育对人的存在的关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契合。生存论为我们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德育提供了新的范式，我们应该借鉴生存论中蕴涵的教育思想，积极创新大学生德育工作。德育的目的

是要引导大学生“过好的生活”，德育的内容是要引导学生学会关爱生命，德育的方法是要引导师生双方实现“视阈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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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德育实效性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影响

至今的传统德育理念偏离了德育的本质。传统德育在某种

意义上说是一种寄生于“科学世界”的知识教育，把德育简

化为纯粹的道德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人生存的价值和生

活的意义。因此，现代德育必须使德育的中心和首要价值

从“知性德育”转向“生活德育”，以回归本真的思想政治教

育。

一、德育与生存论的关系

生存论是以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

的关于人的本质的一种哲学思想，这一思想的实质是对现

代人的生存方式的哲学反思。生存论认为，人的生存不等

于物的存在，生存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生存的意义在于对

存在的体验。人的生存是处在基于过去、立足现在、朝向未

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自由地选择自己

的生存方式，人的本质就是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形成的。因

此，“人类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 且 使 人 的 本 质成 为可

能”［1］。这就是说，人不像事物一样具有固定的类本质，人

的本质是一个无限敞开的发展过程，人的本质是由自己自

由选择决定的。人在任何时刻的选择都是自由的选择，人

的存在的过程就是自由选择的过程，人的选择造就了他自

己。人存在的根本目的是开掘生活意义，完满人生，完善人

格，实现人存在意义的张扬和超越。
我们常把人的生活世界分为“自然世界”、“文化世界”

和“意义世界”。人就是生活在由这三重世界组成的生活世

界中。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是认识改造“自

然世界”，而且 还包括创造表现为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文

化世界”，同时还应包括创造通过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终极

追求的“意义世界”。道德教育就是贯穿于这三个世界的结

晶并表现在生活世界之中，其终极目标是引导人在生活世

界中追求最高价值的“意义世界”。因此，德育作为一种与
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质
上亦是对人的存在的反思和提升，其根本目的是“使人作为

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以合理的方式展开人生，体现人的生
命和生活的意义”［2］。

由此可见，生存论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与德育对人的存

在的关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契合，生存论为我们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德育提供了新的范式。

二、本真的大学生德育: 生存论视阈下德育解读

正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关注，生存论思想被广泛应用
到教育研究中。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必须以受教育者为

中心，尊重受教育者的“自由”和“选择”，教育是“人对人的
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 尤其是老一代对年青一代) ，包括知
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

文化传递功能，启迪其自由天性，使他们自由生成”［3］3。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师生之间心灵的沟通与对
话，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4］。
好的教育应该鼓励每个学生积极询问“我是谁”、“我的生活
驶向何方”、“为什么我存在着”等问题，即思考怎样“过好的
生活”的问题。同样，德育作为一种指向人的“意义世界”的
生存教育，更应努力帮助人“过好的生活”。高校德育的灵

魂就在于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使大学生思考人的本质、价
值、意义等根本性的和终极性的问题，表现为对大学生的人
格、尊严、理想追求的关切，对大学生的生存、需求和发展的
关注，对大学生未来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寻。

三、本真的大学生德育: 生存论视阈下德育回归

1. 教育目的:“过好的生活”
虽然传统德育也提出道德应成为人的本然追求，但由

于过分强调其道德规范的社会规范功能，因而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种德育就易于( 实际上也是如此) 异化为一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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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所谓资格教育，就是把教育目的作为获取某种社会

资本或特定资格的教育，我们的各种技能考试实质就是资

格教育。而如果把道德教育也当成资格教育，即是把培养

道德作为一种仅仅是为了“获得社会或他人的认可的社会

资本的活动”［4］，那么这种德育实质就是为了“道德”而“道

德”的活动了。一旦“道德”的目的是功利性的，那么道德就

是虚假的道德了，这种道德教育本身也就是非道德的。这

种基于资格的道德教育就会使人在生活中所作出的各种抉

择是非自由的选择，培养出来的必然是非本真的人。更可

怕的是，人在不自由的状态下易为财富、名誉、地位和权力

等外在的“物欲”所累，人一旦处于这种生活中就是一种沉

沦状态下的“不真实”的生活。
道德源于生活，生活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总是关于生

活的道德，道德也必须要回归生活以致超越生活。道德的

根本目的是要使人更好地生活。毋庸置疑，本真的德育应

该“教 会 人 像 他 自 己 的 本 性 要 求 那 样 自 发 而 真 诚 地 生

活”［5］。从价值评判上看，“自发而真诚地生活”就是一种
“好的生活”。我们认为，好的生活就是自由的生活。这里

所谓的“自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意思，而

是指哲学意义上人的自由。道德“不是因为它是有用或必

须，而是因为它是自由的和高贵的”［6］。道德是对人的可能

生活的一种把握，是价值上的“应然”，而不是事实上的“实

然”。人对道德的追求就是要求人要超越现实生活对人的

种种束缚，去创造一种可能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的精

神和人格是完全自由的。这种自由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表现

就是自由选择。事实上，人完全是自由的，甚至“人不得不

自由，自由是他摆脱不掉、必须承担的生活负担”［7］46，“人作

为独立的存在者是凭借自由选择而昭示自身的存在，人也

只有在选择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4］。从这种

意义上说，德育的意义就是在于启蒙和启发人独立思维和

自由选择，引导人成为自主自觉的人，教会人过幸福的生

活，这就是本真德育的根本目的。
2. 教育内容: 关爱生命

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生活的世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

世界。正是作为主体的人，其鲜活的生命实践构成了多姿

多彩的生活世界，并赋予生活世界以无限的意义。因此，德

育引导人“过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要关爱人的生命。正如生

存论所说，人是生存，物是存在。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区

别就在于物是自在的生命，人是自为的生命。人能思考“我

是谁”，“他是谁”，“我们是谁”。所谓自为的生命就是指人

的生命是生成性的存在、关系性的存在和意义性的存在。
人要通过学习“做人”来完成二次生成，以使人成为真正的

人，这就是要回答“我是谁”; 人是与他人共处在生活中的，

人要学会突破个人世界，在共生的世界中走向和谐，使生命

突破个体的局限与他人进行沟通和对话; 人要在生活中不

断超越自己，关照人类，实现自己与他人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寻求“终极关怀”。正是人的生命存在的这些特性，决定

了德育的内容必须围绕着人的生命的生成、关系和意义来

展开。
回答“我是谁”，就是要引导大学生学会学习。显然，人

的二次生成必须通过不断学习人类文明成果才能完成。从

某种意义上说，学习必须成为当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人类

只有在不断学习中才能“学会生存”，也才有可能“过好的生

活”。因此，作为关注人的生存的德育显然要把引导学生学

会学习作为重要任务。
回答“他是谁”，就是要引导大学生学会承担责任。责

任与自由是相伴的，自由选择就意味着承担责任。“一个人

只要选择了一个事件，他就得为这件事的后果承担全部责

任，他不能把责任推诿于他无法控制的条件，把自己的选择

及其后果说成是不可避免、命中注定、迫不得已、随波逐流

的，等等”［7］145。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对自由的消极“反抗”
就是逃避责任，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就是责任感缺失所导致

的。因此，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人在生活中必须承担起自己

应当承担的责任。德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学生自我担

当的能力，引导学生成为一个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
回答“我们是谁”，就是要引导大学生学会反思。每个

时代的人们都会遭遇到独特的生存问题，而人在处理这些

问题时都会形成独特的历史经验。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反

思和经验的积累中，人类才得以不断发展进步。反思是人

类独有的能力，人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中才能更深刻地领会

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才能过可能的生活。基于此，我

们的德育也必须教会学生如何去反思，引导学生去观照自

己、观照他人及观照人类的生存境遇，在反思中培养伦理情

操，提升道德境界，构筑精神家园，追寻终极关怀。
3. 教育方法:“视阈融合”
由于德育的对象是有生命、有情感和有思想的人，且每

一个人的情感和思想都是有差异的。因此，当我们对大学

生进行道德教育时，不仅要理解并接受他们本有的思想道

德“视阈”，而且还要主动使作为教育者的我的“视阈”与作

为对象的大学生的“视阈”发生碰撞，并在碰撞中使我的“视

阈”和学生的“视阈”走向“视阈融合”。一旦师生之间实现

了“视阈融合”，教师就走进了学生的内心，学生亦走进了老

师的内心。同时，新的教育语境就形成了，由此教育将进入

更广泛和更深入的领域，德育的目的就能一步步实现了。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 我与你) 的对

话与敞亮，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3］2

因此，要实现师生之间的“视阈融合”，就要做到真正意义上

的“对话”。这里所谓的对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言语交流，

而是“师生双方以语言、文字等为媒介，进行包括观点、认

识、情感、思想、态度和人格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4］。“对

话”的过程，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处于一种身心敞亮、相

互平等的关系中，各自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一个开放的
“思想场域”中双方实现心与心的相遇、碰撞和交融，建构彼

此的精神世界和共同的精神世界，最终“充分唤醒他们的生

命意识，开发他们的生命潜能，增强他们的生命活力，提升

他们的生命境界，从而走向人的本身的存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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