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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源于存在主义哲学，其核心内涵是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通过对存在主义

教育思想基本特征的认识，实施理解教育、死亡教育、时间教育，这对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和学生的和谐发

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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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哲学本身内蕴着丰富的教育思想，

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尤其

是，在当代社会中人的问题逐渐凸显，如何使人

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的大潮中不迷失自己，如

何更好地实现人的独特价值、保护人的神圣尊

严，这些都成了教育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存在

主义教育思想正是以其高度关注人、高度重视人

的存在而不断受到了世人的青睐。为此，有必要

对此进行重释，希冀能对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当代教育改革发展有借鉴作用。  
一、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 

存在主义哲学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技术

的异化、人的异化现象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反对

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并认为应该把哲学研究的

基本问题回归到人，人的问题是哲学的唯一问

题。存在主义认为传统哲学由于主张本质先于存

在而致力于永恒本质的探讨而忽略了人的主观

性，把人等同于物，这都是宿命论的观点。他们

认为存在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真理、原则、法律，

人能够超越自身和文化，能够自我创造和自我生

成。无论是海德格尔的自我设计，还是雅斯贝尔

斯的自我超越，或是萨特的自我创造，无不如出

一辙。他们认为教育的着眼点应该是人。存在主

义教育就是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

在为逻辑起点，提出学生对自我的自由、选择和

责任感。在存在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存在本

身，人是“被抛入的设计”（海德格尔）、是“自

由创造”（萨特），其他的一切，如理性、知识、

道德价值都是由此派生的。这种人的本质观决定

了存在主义教育注重情感教育、人文教育、品格

教育、个性教育的倾向和特点。由此，存在主义

教育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师的帮助

引导下自由、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

实现自我。 
因此，存在主义极力凸显和泓扬个人的价

值、个体自由和个性张扬、这种教育观的出发点，

着眼点以及深层的依据就是人的自我生成和自

我实现。存在主义者教育以个人的自我发展、完

成为目的，教育的任务在于使每一个学生认识到

自己的存在，形成自己的生存方式；教育应当能

使学生获得自由、选择与责任的权利；教育的目

的和价值就在于服务个人，强调个人发展的意义

和个人危机的克服。 
二、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尽管存在主义的各个时期、各个代表人物在

具体思想和认识上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对

人生命的关注、对人自由的强调、对人的存在意

义的追寻是相同的。因此，存在主义的各个时期

所蕴含的教育思想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力主以人为出发点 

存在主义是特别强调人的存在的。萨特认

为，哲学应把被遗忘的人重新召回来，把人的问

题当作基本问题来研究，哲学应该是一种人学。

而海德格尔也强调，哲学应起源于对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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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声称“人的问题就是全部的存在主义”。其他

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等

无不持相同的观点。他们的这些观点受到后来的

存在主义者们的极力推崇并加以继承。存在主义

教育哲学对以往的教育哲学诸如进步主义、永恒

主义、结构主义、新行为主义等均极为不满，认

为他们都存在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错误，那就是

将人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忽视了人的存在的问

题，所以他们力主以人的存在为研究对象和出发

点。他们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已严重危及人的地

位和人的真实存在，所以“应该用强调真实的、

人道的个人存在来抵消工业社会中的机械化和

非人格化的现象。”[1]教育的对象是人，故教育

的目的乃在于促进自由的、独特的人，因此，教

育哲学没有理由不从人的独特存在出发研究教

育，教育也绝不应忽视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

感、有独特个性、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人。 
（二）重视人的自由与选择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人的存在）是一种先

行于自身的存在，它总是其所不是又将要是的存

在，总是按照它的可能性来在，这种可能性是人

作为此在的原始的规定性，人注定了是自由的，

从而也就注定了必须自由选择。萨特也认为，由

于“存在先于本质”，因而就“不容有决定论”，

“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2]对人而言，自由

意味着选择的自由，而因为自为存在是一种“绝

对的可能性存在”，是一种“是其所非，非其所

是”的存在，所以，人永远在生成中，永远要面

对无数的选择。雅斯贝尔斯也认为“人永远不能

穷尽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

程。”[3]为此他也主张人应该不断地作出选择。

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家们对这些观点深为赞同，如

美国的摩里斯就主张将萨特的关于选择与自由

的观念应用于教育。他们认为，教育应该维护人

的自由，帮助人扬弃社会文化，发现自我、追求

自我，并对自我的选择负责，从而实现最佳的自

我。他们主张教育要反对文化中压抑人、阻碍人

无拘无束发展的那些方面。布贝尔认为，要使青

年人意识到“凡是不再能以全付精神决定有所为

有所不为，并对这种决定负责的人，就会变成一

个心灵空虚的人。而一个心灵空虚的人立刻就不

成其为人了。”[4]为了帮助学生自我选择，存在

主义教育还特别强调教师要使学生关心各种可

能性，帮助他们认识各种可能性，为此，美国的

格林认为应该关注可能性教育。 
（三）关注对死亡的领悟 

死亡问题是存在主义者共同关注的另一个

话题。他们都认为，人面临的死亡情景是生活不

可回避的一个方面。死亡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对

于个人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海德格尔

就特别强调，只有面对仅属于自己个人的即将到

来的死，人方能领会生的意义；而对死的必然性

的领悟可促使人从沉沦、异化中醒悟过来，积极

筹划自己、设计自己，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由

此可以说，知死方能知生。萨特则认为，死是一

种我们不能再超越的境况，然而我们的自由原则

上却是独立于死亡的。要使短暂而荒诞的一生变

得有价值、有意义，就必须积极行动，选择自己

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为之努力，实现自我。 
正是由于看到死对生的意义如此重要，所

以，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家们主张“教育应该向学

生展示生活的悲剧性”，“学校还应通过关于死

亡的教育，使学生明白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往往

比保全个人的生命好得多，教师应通过历史上甘

愿作出崇高牺牲的人们的光辉典范来激励学

生。”[5]总之就是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生与死的

关系，使他们能够正确看待死，并认真思考如何

生，从而最终克服对死的恐惧、提高生的境界。 
三、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的现

实价值 

存在主义教育作为 20 世纪西方教育哲学流

派之一，它秉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以双主

体的哲学观点看待教学观问题，还有对解释学中

理解的研究，对死亡问题的深入，以及对时间问

题的拓展。这一切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其积

极现实价值。 
（一）探寻教育的本源——理解教育 

理解教育的哲学根源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

学（Hermeneutics，又称译释学或诠释学），解

释学揭示的是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理解”，即对

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研究，始于方法论解释

学。从关于解释的技术方法变为一般的关于意义

与理解的哲学。这种转变始于施莱尔马赫，而在

狄尔泰那里取得了较为确定的形式。然后到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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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和伽达默尔形成了解释学的本体论，也是形

成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体系。 
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科学其实也不过

是关于教育现象或教育话语的一门解释学。纯粹

客观的教育事实是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或不可言

说的，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作为人们关于这种客

观事实的外部表达的教育现象、教育话语或教育

文本。因此，教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了解释、

理解的过程。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西方哲学的

第一原理，奠定了主体—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基

础，也孕育了人对万物支配的主体性。然而，解

释学则认为，这种认识论把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

从中诞生的统一的生活世界肢解为主体与客体、

现象与本质分裂的世界，并且要假定客体自在性

和主体意识自明性的前提下，设立主客体的二元

对立。此种主客对立的哲学思维反映在教育领域

中就是教育与精神建构的分裂、自然科学与人文

科学的冲突、全面发展和专业训练的分裂，造成

人的片面发展。因此，解释学探询“理解”，就

是在本体论上探询人的存在，强调理解的主体性

和创造性，注重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文化、

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种种理解关系。教育过程

中的主体性更多的是在师生主体间发生的。理解

教育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主－主”关系，这也是

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与主

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主体间性是主体与主

体在交往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以“共主体（交互

主体）”为中心的和谐一致性等集体特征。所以

交往是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的创造者，通过对相互

间的关系的塑造而达成共识、理解、融合。教育

活动都是在师生交往中进行的，理解使师生双方

在教育交往中的关系是交互性的、互动性的。只

有教师倾听学生、理解学生、才能帮助学生，引

导学生成长。只有学生领悟教师、理解教师、才

能促进教师教学的提高，以致师生二者在共存中

得到生命意义的升华。 
（二）关照学生的生命——死亡教育 

人类自从诞生，便面临着死亡。死亡问题，

是一个差不多和人类同龄的古老的文化问题。曾

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有一句名言：“哲

学始自诧异”。人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是由

早期的人类对死亡的诧异而开始的。“人为什么

会死”、“死亡是什么”这一系列因震惊、迷惑、

恐惧而引发的问题，就是导引着哲学发生、发展。

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及

至萨特，都十分关心死亡问题。也许可以认为：

对死亡的思考，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契机。 
教育应增进人对死亡的认识，在死亡的关照

下认识生命与人生。然而，在现代中国，在理论

研究领域，人们注重对“生”的研究，忽视或不

愿对“死”的研究，不接受死亡，视死亡如鬼怪，

对死亡的认识被禁锢在恐惧、迷信、否认或轻生

的阴影中，导致人们比较普遍地缺乏客观、科学

的认识，更不用说在青少年中开展死亡教育了。

由于缺乏正确的、科学的、系统的死亡教育，相

当多的青少年不知道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

为什么会死，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怎样避免不必

要的死亡，怎样正确对待死亡等等。这恰恰是我

们教育中所缺少的。人们在技术化、信息化的社

会中，在物欲横流、文化多元的社会中，面临着

彷徨无措，人的异化的危险境地。教育有其责任

对青年学生进行死亡教育，为学生对生命意识的

理解与尊重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彰显“此在”的意义——时间教育 

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主体，他们应

拥有充分、有效的教育，当然必须是在一定时间

条件下方可实现。教育应让教会学生成为时间的

主人。在个体拥有的时间里学会学习、学会生活、

学会闲暇等。首先，教育应遵循学生个体时间自

身的发展规律，积极引导学生的不断发展。教育

对学生个体时间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由于教育自

身也存在着一定的时间规律，这包括个体时间本

身发展变化规律。个体时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人便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教育要遵循学生个体

时间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要掌握学生个体生命节

奏的运行法则，适时地促成其合目的性轨道地转

移。这给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教育教学工

作应建立在对时间研究的基础之上。正如鲍尔所

言“时间是教育王国的金钱”，让教育时间能够

得到学校、教师、学生的珍惜。[6]其次，教育应

使学生受教育的年限缩短。在现代教育学制中一

个明显的特征，是学生受教育的年限逐年增加。

这不管对学生个体来说，还是对社会发展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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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有利的。一个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不仅

没有创造社会价值，还要有个人和社会的不断成

本投入。所以，对教育而言，应该要不断地改革

现有的教学方法，让受教育者有效地学习在更少

的时间。再次，时间教育应成为未来一个重要的

教育研究领域，在对学生时间观的教育，认识到

人的存在的意义，即时间的展开。每个人生命时

间的有限，应珍爱时间，同时提高学校教育时间

的有效性。 
总之，回眸 20 世纪的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虽然它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所重新提出教育要以

人的存在为基点等观点，仍然会给“此在”的教

育产生有益的价值，这是我们永远为之思考和实

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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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istentialist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Its Realis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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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tialist educational thought, based on the existentialism in philosophy, underlies self-produc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The paper tries to reveal its essential properties and advocate the education of comprehension, death and time, 
thus providing reference to today’s educational reform and student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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