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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教育需要是试图从教育活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观性视角反思教育，教育的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源于人的教育需要的困境。由于视域限制、现代困惑、文化束缚和政策制约等原因，教
育需要的困境主要展现为存在危机、本真虚无和结构失衡。人是完善自身教育需要的唯一主体，

可以通过提升人的教育需要品位解决教育的有关问题。所以，面对现实教育需要的困境，合理性
教育需要的建构基于历史基础、教育依据和主观诉求等条件，可以通过固本兼容取向的确立、各方
共同行动的展开、过程与结果的调控等环节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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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与浮躁并存、文明与喧嚣共生的现代社会，教育在贫困的富有中展现出虚假的繁荣，

其外在的珠光宝气却难以掩盖内在精神的平庸。所以，必须从对教育改革的热情转向对教育本

身问题的关注，因为对教育病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难以从根本上治愈它。马克思认

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而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人们通过一定

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②“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③，每个人都是根据某种需要和为

这种需要的器官而行动。人的需要是认识人自身的一把钥匙。因此，教育问题的产生不仅起于

教育和其所处的社会，而且源于社会人的“教育需要”。“教育需要”并不是“教育”的同义反复，

正如人的“消费需要”不同于“消费”，对人的教育需要的研究表征着教育自身的又一次觉醒。人

应该从意识、反思和完善自身的教育需要出发，改进、提升和发展教育活动。

一、教育需要之困境

教育需要的困境不同于教育的困境，前者具有主观性和内隐性，依靠对后者的分析所体

现，后者具有客观性和外显性，凭借前者的发现所反思。对教育需要之困境的思考逻辑是: 基

于教育活动及其困境，转向其产生的背后，侧重从人的主观需要的困境进行分析。从表达逻

辑来看，教育需要的困境主要展现为存在危机、本真虚无和结构失衡三个方面。
1． 存在危机

存在危机是教育需要的“元困境”，它更多指涉“教育需要”是否“存在”的问题。“教育需

要”是否存在，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是一个价值问题。从事实层面看，不管是在教育日

常生活中，还是在教育理论话语中，教育需要都具有较为严重的存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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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日常生活中，“教育需要”与“教育功能”、“教育价值”、“物质需要”、“精神需要”
等词相比，并不是一个高频词，甚至一谈到“教育需要”，一般会认为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词

组，而是一个句子的主谓语，如“教育需要爱、智慧和公平”。虽然教育需要也会在诸如“这就

是人们的教育需要”、“人类应该反思自身的教育需要”等句子中被使用，但是，“教育需要”依

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组被认可，至于对其所表达的内涵的追问更是所谓的妄想。以教

师、家长和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开展问卷调查，都设计了“人人都需要接受教育”、“每个人都有

许多需要，如生理需要，我关注过我和他人的教育需要”两道程度选择题。对他们在这两道题

上的选择频数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均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④这说明各类教育主体都承认人

需要教育或教育是人所需要的活动之一，但较少从人的需要的视角反思教育，更别说对“教育

需要”这一词组的认可和思考了。
在教育研究的视域中，虽然已经出现了直接研究教育需要的星星之火，但发展的态势是

销声匿迹还是星火燎原，答案也不确定。肯定“教育需要”的存在并展开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

在教育哲学界。郝文武教授在充分肯定探讨教育需要对形成教育价值和实现教育目的的重

大意义的基础上，讨论了复杂关系中合理性教育需要的建构。他认为:“教育事实是教育价值

选择教育功能形成的事实，教育价值是人根据自己的教育需要和对人自身的理想、目标追求

选择教育功能所形成的教育意义和作用，是渗透于教育事实中的教育需要和教育功能的合理

性建构，而教育需要又是教育价值形成的动因。”⑤金生鈜教授基于人性的共同性认为，“教育

需要的满足是人实现其人性本质的根本方式，也是实现人格精神健全发展的方式。……肯定

人的基本教育需要并提供满足的客观条件和方式，是社会和教育基本结构的指导性原则。当

一个教育基本结构没有提供满足教育需要的条件和方式，不能平等地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

要，它就在教育中形成严重的剥夺，而且它也无法实现教育价值和教育目的。”⑥王坤庆教授认

为，“在教育价值研究中，探讨主体的需要，弄清楚主体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怎样的教育条件和

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是其最基本的理论问题。”⑦

2． 本真虚无

肯定“教育需要”的存在和承接教育哲学界对它的研究，认为在平庸的教育背后存在着教

育需要本真虚无的状况。本真虚无是指教育的身上承载着太多非教育对它的需要，却唯独太

少自身的需要，或指人的教育需要受到非教育需要的挤压，成为没有自己的被侵略被绑架的

教育需要。
教育既然是被人类历史所选择下来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活动，人的教育需要就必将展现出

不同于人的政治需要或经济需要的根本区别。必须直接从“现实的人”出发，追问“人为什么需

要教育”、“人需要教育的什么”和“人需要怎样的教育”等问题，而不是在“现实的人”和“教育需

要”之间横亘一些其他的因素，即在“人的政治或经济为什么需要教育、需要教育的什么和需要

怎样的教育”这一思维逻辑中确认教育需要的存在。前者对于人的教育需要具有根基性，属于

人的教育需要最为本真的问题; 后者对于人的教育需要具有附加性，属于人的教育需要衍生出

的问题。这就正如一位“三明治”女人，虽然她自己的需要受到家庭需要和工作需要的挤压，但

自己的需要才是属于她的最具个性的需要，是家庭需要和工作需要不断发展的根基。
然而，“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 ‘终身教育’) 和‘广度’( ‘大教育’)

的同时，正在失去它应有的‘深度’( ‘人的、人性的或人生的教育’) ”，“现代教育已退化为一

种名副其实的‘教育产业’，一种‘没有根的教育’，一种疏离了人自身的‘文化生产’。”⑧我们

寻找和体验着“长度”和“广度”的教育带给我们所谓的幸福的同时，却发现这些只不过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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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的快乐，因非教育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教育活动只能是外表光鲜的空中楼阁和海市蜃楼。没

有对人的教育需要这一更为主观性根基问题的全面且深层的解答，教育内在空乏的蔓延无疑

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非教育需要的驱使下，教育需要同政治需要、经济需要紧密联系

在一起，甚至依靠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的满足来确立自身的存在。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人

们对教育的需要越多，似乎越感觉到真正获得的太少?

3． 结构失衡

教育需要的本真虚无必然导致其结构的失衡，这首当其冲表现为工具需要对本体需要的

僭越，进而表现为社会需要对个人需要的忽视、精英需要对大众需要的包揽。
工具的需要对本体的需要的僭越随处可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被科学以及充斥

着意识形态的理智氛围所变形，很难找到一条回到起点的道路。”⑨“教育对国家的意义，似乎

主要是在增强国民经济水平方面; 教育对企业的意义，似乎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教育对个

人的意义，似乎主要是增加经济收入。”⑩于是，教育在面临人文价值丧失的同时，思维方式表

现出极端的狭窄性，忽视了从更宽广的视域来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然而，“现代文化绝非仅

仅是经济文化，即便是经济文化，其深层结构也是一种符合人类自身发展和完善的意识、心理

和行为方式，它不是浅层的物质的或物欲的追求，否则，人类的价值体系将失去它赖以持续发

展的内源性力量。”瑏瑡。
社会的教育需要忽视个人的教育需要、精英教育需要包揽大众的教育需要是教育需要结构

失衡的延伸。每个个体都是特定时空中的个体，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超越习染他的文化和他

所处的时代。正是因为“日常现实中的许多‘需要’其实原本并不需要，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许多

需要都是人们蓄意制造出来的”瑏瑢，所以，个体所展现出的具有功利化倾向的教育需要，是功利化

社会和经济主义教育思潮在运转和辐射过程中必然的展现，他们不得不遵守具有功利化倾向的

实践逻辑。“他们需要真正有用的教育，但他们又不能或者很难拒绝他们不需要和不希望的教

育，更无法拒绝那些无用的教育。”瑏瑣国家发展中需要处理的“效率与平等”的两难选择被迁移到

了教育之中，从而在教育视域中展现为“提高”与“普及”、“精英需要”与“大众需要”之间的博

弈。高考指挥棒的魔力所带来的考试中心主义倾向和结果主义的思维方式依然屏蔽着教育生

活对于各类教育主体需要满足的基础性。在教育应该满足的需要中，选拔或成为精英事实上仍

然独占熬头，大多数学习者在学校教育中具有了“陪读”的身份，在竞争惨烈的环境中亲眼目睹

着少数人登上所谓的塔尖、亲身体验和品尝着被教育抛弃的无辜与无奈。

二、困境存在之缘由

人的教育需要之所以会出现存在与否、本真虚无和结构失衡的困境，在表面上看来的确

是因为教育活动自身出了问题，但如果仅仅从教育活动自身出发来进行分析，就会陷入“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
1． 视域限制

教育需要一直存在于教育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背后，教育活动不断展开的过程就是人的教

育需要不断在教育活动中践行的过程。那么，为什么与教育活动相伴随的教育需要的被发

现，特别是用“教育需要”一词来指称人对教育的依赖和要求，要晚于教育活动本身呢? 其中

有一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有限性和可能性的矛盾。
人的有限性主要表现为人的时空的有限性。从宇宙演变和人类发生的角度看，人类是特

定自然环境的产物，有生有灭、有始有终，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和环境制约性决定了人类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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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而对于人类社会中的群体和个人而言，其有限性表现为他们和他总是生活在某个具体

时代中的特定社会，不仅他们和他的生命有死之大限，而且在有限的生命存活时期所表现出

的存在样态、思维方式等也受到特定时空的限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特定范式的

俘虏，是它们的视角的囚犯。我们如何思考问题决定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和不能看到的东

西。”瑏瑤但是，人的生命作为人存在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完全不同于动物的生命，“动物和它

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

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瑏瑥而且，“可能性高于现实

性”，“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具有存在者方式的

规定性之外。存在地地道道是 transcendence［超越］。此在存在的超越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超越性，因为最激进的个体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就在此在存在的超越性之中。”瑏瑦生命何以

“能在”比生命存在“什么”更为根本，更具有意义。所以，人的生命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创
造性和超越性。人的生命的无限可能性不仅表现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有意识性，表现为人在

“对外”和“对内”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还表现为人在“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的互

动性和互塑性，更表现为人对人自身生命的反思性和超越性。
所以，正如从教育活动的出现到用“教育”一词来指称这一活动，再到对“教育本质”等问

题进行追问，在具有一定先后性的同时体现出人对教育活动有意识的研究和思考一样，从教

育需要的出现到用“教育需要”一词来指称人对教育的依赖和要求，再到对“教育需要”进行

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在具有一定先后性的同时展现出人类发展过程中对“教育需要”的关注和

思考。
2． 现代困惑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的寻求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是同

一个过程。而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至今，现代化一直是具有后发型现代化特征的中国社会最

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话题之一。
不同学者对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将现代化看作工业化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经济史

家吕贝尔特认为:“只是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

能源，随着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瑏瑧

这一观点与作为经济增长的现代化的观点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只是后者比前者更为关注现代

化过程中的政治立论。将现代化从多方面进行理解的代表人物如亨廷顿，他从心理层、智能

层、经济与政治生活各层出发来讨论现代化。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现代化理解

为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在他看来，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是一种全面的

理性的发展过程。“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核算、合理

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

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瑏瑨中国政府在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与政策时所一贯明

确表述的现代化，更多体现了以发展经济学派的罗斯托为代表的将经济增长作为现代化核心

的观点。
中国对现代化路径的寻求和历练凸显了个人主体性的存在，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却通过普

遍的社会动员，导致了“一切向钱看”的人们的普遍需要。于是，在教育需要方面，教育作为经

济发展的工具和教育成为消费的需要也就具有了客观现实的背景。我国教育现代化对经济

现代化的依从，使得人们对教育的需要失去了教育自身的内在意义和价值，从而走上了满足

经济需要至上的更多作为手段的命运。经济现代化的科技理性所激起的人们强大的物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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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教育作为满足经济现代化的某种神话，从而使人们在对教育的意义进行以现实为基础的

质疑和挑衅的同时，失却了人应该具有的本性和自由。这种现代化的寻求将是一种急功近利

的短视，必将会在自己为自己挖陷阱的同时，遇到更大的困境。而且，消费主义倾向下的教育

需要的消费化，在以经济现代化为绝对核心的社会现代化的推波助澜下，在导致教育需要主

体分化和断裂的同时，使得在经济现代化中获益较大的群体具有教育需要的符号化特点，而

在争取教育优质资源的联系下，教育需要具有的内在性在逐渐丧失。经济现代化为绝对核心

的社会现代化首先以占有金钱的多寡区分了教育需要主体的不同能力，但这种能力的区分并

不否认所有主体在经济现代化和消费主义倾向影响下所具有的物质欲望的膨胀。
3． 文化束缚

文化变迁所具有的滞后性决定了中国人在精神和意识领域并没有物质生活发展的那么

迅速，我国教育需要所展现的现状与承载教育需要的主体的文化背景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中的这句话，既是中国奴隶社会存

在状态的真实展现，也开创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沿袭而成的臣民文化。黄

河流域及其周围环境所具有的水源充足、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且广阔等特点，构成了中华民族

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使得中华民族的祖先主要以农业作为自身谋生的

手段，进而形成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经济状态。在这种小农经

济的基础上，产生了个体对家庭或家族的依赖，进而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组

织结构。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所展现出的臣民文化的家族主义特点，不仅催生出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森严的礼制文化，而且也生发了“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功利的教育传

统。虽然臣民文化的家族主义将家庭的温情扩大到国家，从表面上要求君臣应该向爱戴自己

的子女一样，养育和保护自己的民众。但与养育和保护相伴随的敬畏和臣服，使得当时的人

们都力争在身份上成为可以养育和保护他人的人，从而为满足自身的诸多利益奠定基础。于

是，“学而优则仕”在臣民和礼制的社会中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渊源。而这种文化渊源及其展现

方式所具有的功利性使得中国人对教育的需要在文化的底蕴上就缺少求知和探索的精神。
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瑏瑩臣民文化

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教育传统的联系以“前见”的形式，对当下教育需要的困境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具有明显的顺从、依附和被动的色彩，这不仅从其产生的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中展现出来，而且从现代中国民众所缺失的公民精神中体现出来。这种

“前见”以无形的方式主要从心理上造成了教育需要的现代困境。素质教育之所以裹足不前，

与每个仅仅感到无奈而被动接受的国人的心理状态无不相关。很大一部分人能够从理念上

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总是喜欢从客观上找原因来证明主观努力的无效性。因此，在

现实生活中，有的仅仅是抱怨、无奈和等待，而缺少挑战、从自我开始做起的勇气和魄力。所

以，这就为有价值的教育需要的实现带来了心理的阻碍。这种心理阻碍以文化遗留的方式存

在于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之中，成为阻碍有价值的教育需要实现的主观因素。
4． 政策制约

对教育政策的分析试图从教育机构及其规则方面寻求影响教育需要的事实机制。人们

对于教育的需要，在国家需要科技人才而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中，被国家所制定的政策牵引

和控制着，走向了忽视教育内在需要的必然之路。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和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文革

时期所遭受到的各方面的破坏，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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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于 80 年代中期开展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

教育体制改革。在 1978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认为“要极大提高科学文化水

平”。1985 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不仅是对 1958 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否定

和更新，而且为以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向。这种改变不仅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具

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而且的确在很多方面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作为面向未来的

教育指导方针，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教育仍然只具有一种从属性，而没有确立在社会发展中

的主体性和先导性。”瑐瑠接着，教育和科技被作为经济发展的三个重点之一，必须坚持把发展教

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教育主要为经济服务的需要依然被强调，而忽视了人们对教育

的个体发展需要。当然，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使中国人在血淋淋的亲身体验中，逐渐懂得了

向西方学习以及寻求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在这条无法选择的道路面前，做出这样的教育决

策，其初衷是不容被质疑的。但是，这种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寻求教育现代化的初衷并不代

表教育必须为此失却自身具有的独立性和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和价值。而后，在相继的政策

和教育政策中，虽然开始强调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而且逐渐具有了从个体

发展和幸福的角度共同确认人对教育的需要。但是，政策中所强调的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

教育却存在着政策实施中的滞后现象。
教育需要的结构失衡也与从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开始的某些政策和教育政策有关联。

1978 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他的“先富、后富和共富”的

非均衡发展思想。邓小平这种以先富为基本手段，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的非均衡发展观在

当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政策选择。在当时的国情之下，国家领导制定的与其经济政策

相一致的一些教育政策，的确满足了国家追求经济发展而求贤若渴的需求，但同时也造成了

教育内部的不平衡。从重点小学和初中到重点高中再到重点大学，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国

一些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无不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作为当时教育部顾问的叶圣陶先生强烈

呼吁，由于高考的压力，中学生已经喘不过气来，解救他们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

勿等闲视之。而后，关于办重点学校的有关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大家普遍认为，

举办重点学校加剧了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当然，教育主管部门也意识到

了这一问题，并相继下发有关通知和意见，要求处理好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把投资

的重点转移到改善一般中学的办学条件上来，并认为示范性学校不仅有侧重升学预备的学

校，也应包括职业学校和特色高中。虽然随着这些政策的出台，多数地区开始取消重点小学，

但教育需要的恶化并没有得到解决。对升学率的片面需要、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所造成的

学生负担过重、教育结构不合理等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教育的发展。

三、困境超越之路径

人是提升自身教育需要品位的主体，面对现实教育需要所具有的困境，试图对教育需要

的形成和创造进行合理性的理论建构。“如果没有客观人类需要的概念以及人类需要自身就

能产生的道德作用，就不可能迈出从‘是这样’到‘应该这样’的一步。”瑐瑡

合理性教育需要是一种怎样的需要，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就正如

“需要”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深奥的问题，以致有人主张“不要对需要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否

则的话，“为需要下定义的人是妄图取代上帝的地位”。瑐瑢但是，“这一概念具有潜在力量，即它

能使人们经常想起个人及社会活动的目的，即使说这个目的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但也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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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目的之一。这个目的就是: 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潜在力量来自于需要概

念所蕴含着的人的动机与自我实现之间的联系。”瑐瑣因此，回答合理性教育需要是一种怎样的

需要须注意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需要是一种理论建构。”瑐瑤合理性教育需要指人对

教育的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依赖和要求。
1． 合理性教育需要建构的条件

合理性教育需要建构的条件包括三个方面: 即人类历史形象作为历史基础，事实教育活

动所展现出的教育功能作为教育依据，教育主体的要求性需要作为主观诉求。
( 1) 历史基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不断变更及与其相伴随的“人类历

史形象”是合理性教育需要建构的历史条件。
所谓“人的历史形象”，指在合理性教育需要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新生教育

需要发生、展开及其实现的，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变化所支撑

的，客观与主观、人类与个体、时代性与超越性对立统一的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的整体存

在方式，其中不仅包括经济方式、政治方式，而且包括日常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从某一新

生教育需要的发展来看，这种“人的历史形象”首先影响到人对教育的某种依赖或要求，然后

在寻求满足这种依赖或要求的过程中，展开某种历史的教育活动，最终实现某种教育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人的历史形象”作为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体存在方式，在承担合

理性教育需要建构的历史条件之时，既具有客观性、人类性和时代性，同时也具有主观性、个
体性和超越性。

( 2) 教育依据

事实教育活动所展现出的教育功能是合理性教育需要建构的教育依据。随着教育需要

的发生及其满足，教育作为人类开展和需要的一种活动，逐渐会展现并丰富自身所具有的客

观性功能。正是教育活动所具有的这些作用，使得历史发展中的人们不断产生对它的依赖，

而这正是构成合理性教育需要建构的基本条件。
当然，教育功能作为教育活动对个体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具有客观性的影响和作用，并

不总是表现为积极、正向的作用。那么，教育负功能与人的教育需要展现为怎样的关系? 能

不能成为合理性教育需要不断发生的教育条件呢? 教育负功能的产生或许与某些人的教育

需要紧密相关，如欧洲中世纪教育、法西斯教育、军国主义教育等教育活动所展现出的负功

能。但是，这并不是教育负功能唯一的产生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对教育的要求虽然具有积

极的意义，但这些要求在实现满足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非人为性的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负

面影响和作用。这或者源于要求主体与满足主体的不一致，或者源于教育随着时间推移所展

现出的滞后性。因此，如果从需要的角度深入分析教育负功能产生的多种方式，就能够在深

入了解教育需要所具有的变革性的同时，理解教育负功能与教育需要的各种关系。也就是

说，不管是与某主观需要直接相关的教育负功能，还是在实现教育需要过程中所出现的非人

为性的教育负功能，只要人类对教育不断具有新的要求，教育负功能亦可以作为合理性教育

需要不断建构的教育条件。
( 3) 主观诉求

不同教育主体对教育的要求性需要是合理性需要建构的主观诉求。要求性需要是针对

满足性需要而言的，指那些更多被教育主体所向往的而未被满足的教育需要。当然，主观诉

求不同于欲望，它在体现需要的能动性的同时，兼具合理合法合情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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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教育主体生活在同样的“人类历史形象”之中，并受到教育事实

性作用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教育需要的主观诉求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然而，教育主体的多

样化及其价值的多元化不仅决定了教育需要主观诉求的丰富性，还预示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

冲突的存在。所以，求同存异是最好的选择路径。面对应试教育，各类教育主体都具有素质

教育和创新教育的主观诉求，但经济收入、文化背景不同的家庭对它们的诉求却存在着一定

差异。合理性教育需要不断建构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教育主体的主观诉求不断了解、确认、尊
重、实现和超越的过程。

2． 合理性教育需要建构的过程

人作为价值的存在，是改变教育需要的主体。合理性教育需要的建构过程表现为人有意

持续的反思、行动和实践。价值是“通过我们和环境的互动，对我们的最初倾向或理论进行了

有原因地塑造的结果”瑐瑥。
( 1) 固本兼容取向的确立

对教育需要在人需要中的位置的分析和探讨，一方面证明教育需要以其鲜明的独特性区

分于其他需要，一方面说明教育需要与诸如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前者是根本，后者是衍生，两者互为关联，不可分割，所以要建构合理性的教育需要，首先要确

立固本兼容的价值取向。合理性教育需要的固本兼容取向主要体现在对“人为什么需要教

育”、“人需要教育的什么”和“人需要怎样的教育”三个问题的回答之中。
人之所以需要教育，是因为教育能够使人成人，而使人成人的过程就是人作为人的本质

基于社会逐渐实现的过程、每个人的潜能在社会中最大发挥的过程、每个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不断实现并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正是因为人需要在教育中成人，所以人对教

育的需要就可以被转化为人的教育需要的内容是什么。人的教育需要必然展现为对知识、能
力和德性的表层需要以及对启蒙和教化的深层需要。人对教育形成人的需要，就是需要在教

育中增长知识、提升能力、完善德性而不断启蒙教化进而成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

潜能和天赋通过知识的增长、能力的提升、德性的完善而不断得以发挥和实现，社会对合格公

民和专业人才的需要不断获得依赖和满足。正是对知识、能力和德性的需要使得个人对教育

的需要和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在具体的内容方面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也使得人对教育需要独特

性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展现。教育需要的内容结构不仅展现了教育满足人需要的独特性，而且

将个人与社会的教育需要统一起来，通过确立教育的内在需要来达成外在需要的满足。对

“人需要怎样的教育”的回答更多是从具有独特性的教育需要的满足和实现的过程出发，对教

育需要的本真加以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对教育需要发生的条件和过程的考察表明，对教育

形成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必须在认可、尊重每个人的潜能和天赋的基础上，在满足人的求知需

要、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过程中，使得它们与教育需要保持高度的一致，进而达成每个

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要求的高度统一。只有这样，教育需要的产生、发展和满足在获得强大

的内在动力的同时，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 2) 各方共同行动的展开

合理性教育需要的固本兼容的价值取向，必须依赖具体的行动才能展现出对现有不合理

教育需要的调整和更新。
首先，合理性教育需要的形成必须以教育政策为先导。教育政策所具有的“价值负载”的

事实及其所展现的问题却可以导出某种积极的意义，即可以对教育政策的“价值负载”进行

“元价值负载”和监控，从而在对其进行有意识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原有的“价值负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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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更好地扭转中国教育所具有的体制性障碍。教育政策的时效性不仅应

该指涉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其利益冲突的协调，更应该关涉教育需要的独特性及其本真，而人

对教育需要的独特性抑或教育对于人的独特价值，恰恰可以体现教育政策的恒定性。教育政

策还具有很强的协调性，教育政策不仅应该管理公众对教育的期望，而且能够从政策和制度

上引导和激励大众对教育的需要，从而以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的方式成为合理性教

育需要价值引领的核心主体。
其次，合理性教育需要的形成必须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一个逐渐趋于本真独特的教育

需要的学校教育管理者，将有可能带领学校中的教师们为合理性教育需要的达成贡献自己的

力量。他们会将自己对教育需要的合理理解渗透在学校管理的各种理念和行为之中，在体现

他律和自律的张力中引导和鼓励教师们逐渐趋近本真独特的教育需要。因此，制定相应的学

校内部规范和奖惩制度、对教师进行相应的引导和培训将逐渐走出仅仅依赖升学率的短视需

要，而从更深层更本真的视角转换体现规则、奖惩及其培训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他们还会通

过各种方式帮助和引导学生及其家长们在反思自身对教育需要的理念和行为的同时，成为引

导他们形成合理性教育需要的重要力量，进而在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彰显教育需要本真独

特的魅力。对于教师、学生和家长来讲，如果认为是无法改变的教育体制使得应试教育的依

赖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成为无法调和的矛盾，于是认为自己只能无奈地接受这种事实，而不从

自我的理念和行为出发尽自己的能力首先改变自己的话，他们实则在充当不合理教育体制的

帮凶的同时，成为自己开展不合理行为与自己“享有”不合理结果的双重身份者。所以，一切

事情，首先从改变自己做起，对于合理性教育需要的形成亦如此。
最后，借助大众传媒对合理性教育需要的传播可以为人们建立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在

这一平台中，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当下自身教育需要的问题，展现和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

而且还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合理性的建议。大众传媒可以借助深入人们日常生活

的方式，以广泛的辐射性激发人们对自身“日用而不知”的“人为什么需要教育”等问题的探

讨，借助各种方式展现人们心中教育需要的冲突，从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形成人们对教育的

合理性需要。借助大众传媒帮助大众建构合理教育需要的过程，并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制的过

程，而是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创建一个深度反思教育的平台。与各种教育政策、教育法规等

外在的约束和激励相比，大众传媒更具有情感性和亲和力，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影响大众。
( 3) 过程与结果的调控

合理性教育需要取向的确立、行动的展开，必将会展现出对合理性教育需要的趋向。这

种趋向的结果不仅带来理念的逐渐提升，而且有助于实践和行为的不断改进。所以，结果在

一定程度上是过程中的结果，是动态发展的过程，是由无数个相对性结果逐渐达成绝对性结

果的过程。而绝对性结果以本真独特的教育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本体论承诺”的姿态展现为

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引领。
对合理性教育需要的理性反思和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这不仅因为改变观念本身的

缓慢，而且因为教育实践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复杂、现有教育及其需要所具有的

惯性的强大。因此，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对其行动的相对性结果进行客观、全面和科学

的观测和评估。具有知识分子特质的教育研究者无疑具有观测合理性教育需要最为合适的

条件，他们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教育的关怀决定了他们作为观测主体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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