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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未来哲学的教育哲学

王　 俊

　 　 【摘　 　 要】作为未来哲学之核心的教育哲学,应当在当代语境中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教育方法和路

径,呼应时代之变化、突出人本主义特征、秉持乐观主义姿态,将实践性、发生性、自由、个体化、多元性、丰富

的主体维度、生活世界等标签转化为对于面向未来的教育活动的新要求,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寻找

最为均衡的个体和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关 键 词】未来哲学;教育哲学;实践性;生活世界;乐观主义

　 　 【作者简介】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欧陆哲学、现象学、跨文化

哲学(浙江　 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4. 1. 27 ~ 34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十四五”基地重大项目“古代汉语意识思想与现代意识理论建

构”子课题“心性现象学与汉语意识研究”。

　 　 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意义上“哲学的破产”已

不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话题。 这个过程从 19 世纪

就开始了,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甚嚣尘上,取
消了对存在进行阐释的总体性要求,传统形而上学

和哲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不断被边缘化。 胡塞尔

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一方面是形而上学不断失败,
另一方面是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成就锐势不减

的日益巨大增长,两者之间形成了荒谬且令人惊恐

的鲜明对比”,“实证主义可以说把哲学的头颅砍去

了”。①19 世纪实验心理学的建立,给予心灵问题的

研究一个远比哲学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达尔文进

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为生命和宇宙起源问题提

供了比传统形而上学更有说服力的答案,20 世纪相

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使得康德以来被视为人类

认知范畴的时间和空间摆脱了先验思维的桎梏,到
了 21 世纪生命科学、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

展,则将哲学从关于生命本质和人类认知能力的讨

论中彻底边缘化。 阿多诺也承认,今天“哲学……
无论是作为形式逻辑和科学理论,还是作为对超离

万物之存在的论说,哲学在现实的社会目标方面都

宣告了它的破产” ②。
技术的勃兴和传统哲学叙事的破产带来的直

接后果就是人的工具化和异化,即人的地位的降

低,这甚至一度成为思想界的“共识”,萨弗兰斯基

以动人的笔触如此描述这样一个时代:
绝对精神在作了唯心主义的翱翔之后,到了 19

世纪中叶,突然间,到处都弥漫着“降低”人类的空

气。 当时思想界的人物都是这样开始他们的事业

的:人无非是……③

当然,传统形而上学的破产并不意味着哲学的

灭绝,而是对今天的哲学提出了自我更新的要求,
“未来哲学”应运而生。 费尔巴哈和尼采都设想过

“未来哲学”,这种面向未来的哲学致力于解构传统

的哲学概念,认为新的哲学应当是自由的、艺术性

的、人本主义的、发生性的,应当是个体哲学。 尼采

将孩童作为个体精神三次变形后达到的创造性精

神的象征,认为孩童是未来哲学的宣谕者。 这样一

种新的哲学应当取代传统形而上学,要对世界和一

切人类实践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 在所有人

类实践活动中,教育活动无论在社会建构和个体建

构上无疑都是最为核心的实践行动之一,教育是以

塑造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为目标的,未成年人是最

贴近尼采所言的“孩童”形态的,代表着面向未来的

创造性力量。 因此可以说,教育是所有人类实践活

动中最具未来形态的活动。 同时,教育随着人类历

史生活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转变,因此,今天我们应

当如何转变教育? 我们应当构建何种教育理念来

呼应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未来哲学重视发生性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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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的视角如何重塑当今的教育,这是面向未来的

教育哲学的话题, 也是未来哲学中最为核心的

部分。
孙周兴先生吸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资

源,近年来在汉语世界倡导未来哲学,他提出了三

个口号式的命题概括未来哲学的特征。 本文将结

合这三个命题,论述未来哲学的三个要旨对于教育

哲学的建构有何指导性意义。
一、世界的变化、主体的变化与教育的变化

孙周兴未来哲学的第一个命题被表述为“世界

变了而你还没变”。 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变化”
是我们这个加速时代的主题,技术在飞速进步,海
量信息不断更新,生活越来越碎片化,价值越来越

多元化,这也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不得不面对的情

势,任何个体都无法逃脱。 面对这些变化,主体的

生存方式必须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要学会抵

抗技术的宰制,捍卫主体性;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学

会与技术的“集置” ( Gestell)共存。 伴随着技术的

发展所引起的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诸多变化,相
应地,哲学也应当有所变化,这就是“未来哲学”的

构想主张。 这一变化首先是革故,即如尼采所言,
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脱离:哲学应当告别静止

的绝对理念,摆脱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

向,拥抱整全的主体,拥抱日常生活,拥抱流动的生

命。 对于客观世界的解释工作已经被科学全盘接

手,哲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世界真理颁布者,而是

融合在日常生活中的更为宽泛的反思和构建意义

的实践活动,成为“生活艺术”,为多元化的不确定

性生活寻求相对可靠的意义框架。 就像杜威所主

张的,哲学必须要进行“哥白尼式的革命”,“不是从

不可变化的东西中去求得绝对的确定性”,而是要

“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

来”。④这样一种哲学不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生活

实践,就如马克思所言:“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

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

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

任务。” ⑤

与时代变化相应的,尤其是与作为实践方式的

哲学相应的,作为个体和社会建构的核心活动的教

育实践,也应当及时回应和参与时代的变化,因为

“教育不是一项孤军奋战就能完成的任务” ⑥。 早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随着当代科学意识形态的

展开,教育的自我革新在多个向度上也随之展开,
集中体现就是欧洲的“新教育运动”。 这项改革运

动旨在使得教育与现代性生活相适应,把学生培养

成为个性、能力、智慧、体力以及手工技巧等都充分

发展,能够自主独立的现代人。 “新教育运动”倡导

师生平等的自由教育,反对知识灌输和死学书本,
要求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使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他们还重视实践和艺术教育,重视儿童的自由发

展,推崇家庭式教育,这在德国的“乡村寄宿学校”、
比利时的“生活学校”,乃至意大利的蒙台梭利教育

方法中都有体现。
新教育运动一百多年之后,技术和社会进入了

全新的发展阶段。 时代变了,教育应该如何实现持

续自我革新并对当代的变化做出回应,这是今天教

育哲学亟须反思的问题。 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实

践活动之一,传统教育的展开基于如下几点基本的

认知:首先,人因生命的有限性和偶在性而需要意

义和价值,意义和价值的形成可以根据人生阶段加

以安置。 其次,人性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因此人性

论构成教育价值辩护的基础。 再次,经验不可遗

传,教育是人类传递生产、生活经验的唯一方式。
最后,人类拥有教授、学习和评价的客观知识系统,
这些知识构成了教育的基本内容。⑦

然而在当代,随着人类知识体系的更新和技术

的巨大进展,这些基本认知从根本上受到了挑战甚

至被颠覆。 比如,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使得人的

寿命极大延长,传统对于人生阶段及其相应价值的

安顿不再适用;随着人类普遍知识水平的提高,传
统社会中基本稳定且统一的意义和价值变得前所

未有的多元化和差异化,人们对“普遍人性”这样的

启蒙概念提出了质疑;随着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

的发展,人际代际的经验传递方式变得多元化,而
知识的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教育的内容无法再一

成不变。 因此,面向未来的教育实践首要的任务就

是对这些技术变化和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变化做

出回应。 面向未来的教育,其首要目的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一套固定的意义和价值系统之下的客观知

识传递,而是随时能够适应变化的接受能力和建构

意义的能力,就如赫拉利所言:“由于我们无法预知

2030 年或 2040 年的就业形势,现在也就不知道该

如何教育下一代。 等到孩子长到 40 岁,他们在学

校学的一切知识可能都已经过时……想要不被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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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只有一条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

自己。” ⑧

面向未来的教育哲学应当引领教育的变化,教
育历来就是“转向的艺术” ⑨,是对时代和社会变化

最为敏感的一类实践行为。 未来教育的要旨首先

不是知识的灌输,不是对某种文化、社会或人的本

质或抽象法则的掌握,而是敏锐地洞悉现代生活经

验的展开逻辑,有能力领会和接受新事物,重要的

不是掌握了一套固定的知识或信息系统,而是时刻

具备批判性思维,对一切既成的经验知识进行反

思,实现知识创新,建构属于自身的观点,在内发的

无止境的探索中实现自我。 就如梅洛-庞蒂所言:
“观察和行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从来都

不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而是实存的问题之一。 一个

人有了足够的批判性思维,才能够构建真正的领

会。” ⑩这一观点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面向未

来,教育将成为更为普遍、更为基础的人类存在活

动,她不仅是知识或理论领域内的教与学的活动,
更是实存层面上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建构能力的

养成。 通过批判性思维,教育与创新不是两个认知

阶段,而是融合在一起的实存事件,只有这样,才能

在不断建构中实现主体的自我更新,防止被技术和

消费社会异化,使自身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二、人的科学的时代

未来哲学的第二个命题是:“人的科学的时代

到了。”“人的科学” 一方面是指生命科学、基因技

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以人为研究和改造对象的

科学和技术革新,这些科学的终极问题都是关涉人

及其生存的,生命科学和基因技术要追问生命的本

质,人工智能要追问心灵和意识的本质,大数据是

围绕人的行为和选择而展开的。 这种以人为研究

对象的科学基调,实际上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就被

奠定了,从那时开始,“人类专属的研究对象就是

人” 。 另一方面,“人的科学”指的是当代的主流

思想倾向,即人文科学和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或者

以人的存在方式为根本关切的主张。 费尔巴哈在

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中就宣告未来哲学是人本主

义的。 滥觞于 20 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宣称,包括自

然科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成就都与人的主体维度相

关,是主体的建构成就。 针对客观的自然世界,胡
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构想,并将这个前谓述、
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在一切人类行为中的奠基作用

视为现象学所要揭示的终极论题。 作为科学对象

的自然世界割断了所有与主体的联系,由此世界具

备了客观性,而“生活世界”则相反,它刻画的是那

个个体生活于其中的、与主体密不可分的世界。 这

样一个“生活世界”是潜在的、积淀的、发生性的,同
时作为可能性的大全,它决定了主体面向未来的筹

划。 置身于“生活世界”中并能呵护“生活世界”的

人,在尼采那里就是忠实于大地的“超人”,海德格

尔评论说尼采的“超人”就是实存哲学意义上的人

之规定。 因此孙周兴先生断言:“未来哲学首先是

个体哲学”,“未来哲学应具有一个实存哲学的出发

点”,即“否弃超越性理想、直面当下感性世界、通过

创造性的瞬间来追求和完成生命力量之增长的个

体” 。 在此过程中,个体的独特性在最大程度上得

到呵护和重视,个体存在与其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

界之间的丰富关联成为思想的主题。 未来哲学中

的个体哲学和实存主义的内涵昭然若揭,这种对于

个体感受和实存经验的强调并不是单向度地突出

主体,而是强调主体与奠基性的大地或生活世界的

关联,认为处身于这种关联整体性中的存在才是

“本真的存在”,这根本上就是人文主义的立场,是
对单向度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的抵抗。

未来哲学蕴含的这样一种实存主义的哲学立

场在 20 世纪以来的教育实践中已有充分的体现。
教育是“人的科学”中的核心部分,其实现的前提就

是对人的潜能发展的乐观态度。 人的成长与构建,
并不仅仅是生物遗传和生理层面的发展,更是历史

和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教育在个体身上的

重演而实现的,“人通过传承而成为自己” 。 教育

使得个体进入整体,进入世界,进入实现自身潜能

的进程。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个生活在世界中的

自律者,因此教育活动首先就应当处身于生活世界

之中,而不是脱离这个世界,就如海德格尔所言,
“人是一种境域性的存在” 。 20 世纪初欧洲的新

教育运动中,在奥地利率先展开学校改革运动,提
倡“做中学”,“立足大地” ( Bodenständigkeit),即强

调教育活动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教育要扎根环境,
知识不仅是从书本中获得,更要从周围世界中获

得。 孩子们被要求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考察植物、
石头、道路、建筑等身边的一切,在实践练习中发现

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1920—
1926 年在奥地利农村小学的教学活动,就践行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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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改革原则,引导学生在实操中掌握知识。 他为

小学生编了一本字典,字典的编排和选词完全是以

奥地利小学生的生活环境和习惯进行的,方便他们

查找和写作。 这与他的后期思想(语言游戏)高度

吻合。

个体哲学与实存主义在教育哲学中的贯彻还

体现在教育活动对于个体感受性的呵护,由此实现

对于人和世界之关联的整全性认知。 科学意识形

态统治下的个体生活方式特征之一是还原主义所

导致的生活的同质化和意义的贫乏,个体实存的独

特性和主体的丰富性被敉平了,这一点胡塞尔在他

晚年关于“欧洲危机”的演讲中有充分的论述。 对

于个体而言,生活的同质化和意义的贫乏会造成个

体感受能力的降低。 在不断加速的今天,时间和空

间被不断压缩,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便捷,每个人

时时刻刻都在接受比以往多得多的信息,但是我们

的感受力却变得越来越粗糙,不再有细腻深入的感

受能力,无法深刻地领会。 因此,立足于生活世界

之上的教育活动致力于恢复和呵护主体与世界的

丰富关联,其途径就是注重培养受教育者对于世界

和自然的感受力,我们面对的不是孤立的客观对

象,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世界普遍关联的聚合物,
一花一世界,这也正是现象学式的格物方法。 教育

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丰富受教育者的感受能力重

塑世界的整全性,就像梅洛-庞蒂在他关于儿童心

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中所主张的文化主义立场:他
将儿童视为一个文化整体中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个

体式的。 他反对先天主义,认为格式塔心理学是理

解儿童心理的最佳形式,强调总有某些整体性事物

构成孩子的“世界”。 梅洛-庞蒂认为在儿童那里一

些工具性的观念尚未成熟,因此他们与世界和事物

的相遇是更直接的。 以绘画技法为例,透视法这样

成熟的技法实际上限制了完整呈现人与事物的相

遇,而印象派的方式则抓住了一种整体上的、直接

的感知方式,这种极具创造力的呈现方式不是成人

的文化图式。
“人的科学的时代”意味着一种人本主义立场,

对于个体的具体存在经验的呵护,对于人与世界之

关联的恢复,这也是现象学的基本立场。 除了经典

现象学之外,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现象学的荷兰学

派即乌特勒支学派就致力于将现象学应用于教育

实践的指导,这也是荷兰以及北美地区广泛的“人

文科学的现象学”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标志

是 1953 年精神病学家范登伯格( Jan
 

Hendrik
 

van
 

den
 

Berg) 和心理学家林斯霍滕( Johannes
 

Linscho-
ten)所编的荷兰语文集《人与世界》 的出版。 该书

的扉页引用了另一位乌特勒支医学和生理学专家

拜滕迪克(Buytendijk)的话:
我们想从情境、事件和文化价值的整体意义丰

富的基础结构中去理解人,他被导向它们,并对它

们有意识,他所有的行动、思想和情感都与它们相

关,这是这个人存在的世界,在他个人的历史中与

这个世界相遇,他通过他建构和赋予一切意义来塑

造这个世界。 人不是一个有属性的实体,而是一个

与世界相关联的积极行动者,他选择这个世界,也

被这个世界选择。

首先由现象学提供的“生活世界”的构想以及

对于具体生活经验和实践的重视,成为今天所谓

“人的科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

了未来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引方向,同时也是“教

育现象学”的关键思想资源。 兰格威尔德(Martinus
 

J. Langeveld)和马克斯·范梅南( Max
 

van
 

Manen)
提倡的“教育现象学”,主张以日常具体情境中的生

活体验,而不是抽象理论为研究起点,克服传统教

育活动中理论与实践分离的方式,强调教育及其研

究不可脱离情感意向、他人意识以及对实践性的追

求,主张在人与世界的整体联系的框架下理解个

体、展开教育实践。 教育现象学从教育的角度揭示

和回应了“人的科学的时代”,与现象学的基本精神

一脉相承,它是批判性的,对传统教育活动中割裂

式的人与世界之关系、单向度的知识灌输、理论与

实践的二元结构提出了批判,它是指向未来的。
三、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面对未来

未来哲学的第三个命题是:“无论这个世界好

还是不好,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好的。”科学的线性

时间观和单向进步观赋予技术时代的人类一种盲

目乐观的心态,这是未来哲学要批判的主题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哲学对于世界和人类前途的

看法是悲观主义的。 支撑着未来哲学批判性的,恰
好是根底上的一种乐观态度,是对恢复均衡生活和

本真存在的信心和乐观,是对他人、对整全世界的

善意。 以乐观主义的、善意的目光看待人类和世界

的未来,这也是教育实践展开的基本前提。 众所周

知,现代教育展开的前提首要的就是启蒙哲学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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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之理性本质的乐观看法,这也是科学意识形态

展开的前提。 但是进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唯科学

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不断强化,理性经历了“滥用”,
引发了胡塞尔所言的生活中“意义的空乏”,这继而

引发了“科学知识的野蛮化”,“生命事物的荒漠

化”。即便如此,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实
用主义、艺术哲学等当代哲学思潮,从根底上对于

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依然是乐观的。 当代哲学的实

践转向根本上乃是要引导人们通过行动和实践去

建构和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胡塞尔用生活世界的

构想指明了克服“意义空乏” 的路径,海德格尔以

“泰然任之”表明了面对我们所置身之世界的基本

情绪,加缪用西西弗斯的神话暗示了人生的意义是

在行动中的,威廉·詹姆士告诫我们要少质疑、多
行动,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

未来哲学顺应了当代哲学的实践转向,艺术、
身体、情感、欲望等要素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为个

体的人生建构起多元的丰富意义,为技术时代的良

好生活指明了道路,由此保证了哲学面向生活所具

有的一种乐观态度以及恢复本真存在的信心。 比

如尼采就相信,人类经历了宗教时代、哲学时代,未
来是艺术的时代。 科学技术关心抽象理论却不关

心人性,由此导致了当代生活中“意义的空乏”,而
艺术远比知识更具力量,艺术永远在生活之中,因
此个体应当以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用生命的透镜

看艺术,把艺术看作面向未来的拯救力量。同样是

在尼采的哲学中,自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传统被颠

覆,人首先被视为身体的和情感的历史性存在,理
性的特权由此被消解,这个趋向在后来的梅洛-庞

蒂、福柯等人的思想中被强化。 当代哲学的身体转

向所提供的强大解释力,很好地回应和解释了当代

人的生存方式,切身的身体经验是抵抗技术所导致

的虚无主义的良方。
如果说,未来哲学要以其对多元性和发生性的

重视,清除一切传统形而上学的残余,那么面向未

来的教育同样应当为这种革新做出准备,教育应该

为未来 “ 此在的完全转变” 做好准备,教育形塑

未来。
真正的存在是未来。 当下的生活唯有服务于

未来,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 未来赋予我一种自我

意识,即我曾是,却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为

何而生活。

正是面向未来筹划赋予个体一种自我意识,这
个赋予过程就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教育形塑个

体。 面向未来的哲学和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就像

海德格尔引用约克伯爵的话所强调的,“我们的立

场的实践目标是教育学上的实践目标———就教育

这个词最广最深的意义来说。 它是一切真哲学的

灵魂,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真理” 。
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所面对的是正在

成长中的人,因此教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是对于主

体的建构性、知识在主体之间和代际的可传授性抱

有根本上的乐观态度。 教育哲学思考的根本问题

是个体如何能够变得更好,共同体如何能够更加和

谐,教育实践是一种由善良意志指导的实践。 因此

教育活动中先天地包含了一种善良意志,个体是可

教的,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变得更好,这是教育行

为所固有的前理论、前反思的实践意识。 教育哲学

始终是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面对未来的,但是这种乐

观不同于唯科学主义或者强还原论背后粗糙的或

盲目的乐观,而是基于面向未来的个体与社会发展

观的深层次乐观。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这种对于个体发展的乐

观态度首先要求对于受教育者之独特性的尊重与

呵护。 自卢梭以来,儿童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重

视,儿童逐渐成为社会共同体中的独特一员,而非

不完整的成人,这一点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出发点

之一。 梅洛-庞蒂在《儿童意识中的结构和冲突》一

文中就强调了儿童的意识是不可穿透、不可还原

的,不可以成人理性的方式加以简化。 他说道:
儿童 的 意 识 在 内 容 和 组 织 上 都 与 成 人 不

同……儿童拥有不同于成人类型的另一种平衡。
因此我们必须将孩子的意识当作一种肯定性的现

象来对待。

与未来哲学致力于消解传统哲学中理性主义、
解放身体感官的倾向一致,当代教育哲学对于受教

育者之独特性的阐述还包括对于身体和感性因素

的充分考虑。 面向未来的教育要扭转和克服灌输

式的知识传授模式和“意义空乏”的客观主义认知

方式,就要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呵护和培养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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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感受能力。 梅洛-庞蒂将他的身体现象学运

用到对儿童认知的分析上,他指出,儿童的认识发

展离不开身体感知和生命体验,这种基于身体的认

识是具象与动态的。 一方面,他们通过身体直观地

感知具体事物,而非依赖抽象概念开展认识活动;
另一方面,他们的认知来源于身体的实践性活动,
这使认知成为充满生命体验的动态过程。 面向未

来的教育哲学应当以乐观的姿态接受、呵护和发展

受教育者这种主体感受能力和生命体验。
在充分阐述受教育者之特殊性的基础上,我们

可以进一步将教育活动构建为一个多方合作的平

等过程。 师生平等的教学关系,是从 20 世纪的新

教育运动就提倡的主张之一,今天我们构想面向未

来的教育,更应避免教与学中师生之间的对立关系

和等级差异,追求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把教育这一

事件看作平等敞开的倾听、对话和理解活动,由此

达成知识的传承和创新。 G. B. 马修斯构想的“儿

童哲学”教育,就是最为理想的师生平等的教育范

例之一,他说,在儿童哲学的教学中,我们要“将儿

童看作探究伙伴来尊重……儿童给予我们的最激

动人心的事情之一便是崭新的哲学视野” 。 在儿

童哲学的对话中,倾听总是比叙述要优先。 只有通

过倾听,那种自我中心的模式才能被打破。 倾听是

一种独特的主动性,只有教与学的双方都具备倾听

能力,才能造就一个共振空间,才能邀请他者加入,
这是多元性的前提,就像韩炳哲所说的,“未来的社

会或可称为倾听者与聆听者的社会” ,反过来,“自
我生产、自我展示的人没有倾听的能力,也无法像

孩子一样在波动中直观” 。 其实不仅是儿童哲学,
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师生的关系都不是单向度的,
而是倾听与倾诉互相建构的,受教育者的独特性以

及教育活动双方包含的不完善性和发展的可能性,
才真正赋予教育活动发展动力,教与学构成的共振

空间,赋予哲学和教育面向未来的维度。
未来哲学倡导以乐观的姿态面对未来,这也是

教育哲学自身建构的出发点和基本姿态。 教育活

动的展开必然要以对人的乐观主义看法为前提,对
本真的存在具有信心,才有可能建构本真的教育。
面向未来的教育哲学对于人的发展、技术的演进、
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要有乐观的设想和建设性的

实践方案, 并将之有效地融入具体的教育实践

之中。
总结

相对于哲学的传统形态,今天我们可以用实践

性、发生性、自由、个体化、多元性、丰富的主体维

度、生活世界等一系列标签来刻画那种新的面向未

来的哲学。 今天哲学不再是那种非历史的形而上

学理论体系或者抽象了具体生活实在的神圣理性

话语,而是历史性的、实践性的,呵护主体生活的

复杂性,并从整全主体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世界和

人的生存,并有能力进入和提升生活,实现本真的

存在,“从事哲学就是去生活” 。 作为时代精神

的精华凝聚,未来哲学带有的这些标签同样可以

转化为对于教育实践的新要求。 教育实践总是

“依存于精神世界的本源性生活” “服务于精神生

活的传承” ,它必须要以某种教育哲学为指导,
而这种教育哲学应当是未来哲学。 其理由有如下

四点:首先,未来这一时间向度刻画的是正在生成

的进程,面向未来的“前摄”是我们存在的牵引,赋
予我们生活以意义,而教育同样是被未来牵引的

活动,是通过形塑个体精神世界来形塑未来的活

动,是以基于个体发展的后天知识习得和成长为

前提的活动,因此教育哲学也必须面向未来这一

时间向度展开。 其次,如尼采所设想的第三个象

征着创造性和未来性的精神变体是孩童,而教育

实践主要是面向孩童展开的,因此教育在根底上

就蕴含了创造性和未来性,教育哲学也是围绕着

未来展开的。 再次,未来哲学是时代之中的,是要

应对时代和生存方式变化的,这也是教育哲学需

要面对的主题。 教育哲学为教育实践提供基本观

念,这些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代之中的,
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哲学也应当面向未来不断地

自我更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未来哲学所谈的

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教育所塑造的。 比如

在环境和生态危机不断恶化的“人类世” ,就有人

倡导“共同世界教育”和生态教育来改变人与世界

的相处方式,以克服科学意识形态下人类中心主

义的弊端,人类与世界的未来正是在这样的教育

实践中被塑造的。 因此面向未来的教育哲学,必
然与未来哲学是高度一致的,或者其本身就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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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哲学的重要部分。
今天的教育要凸显和正视时代的变化,从源头

到目标对已有的教育理念和人类当下的生存处境

进行整体性反思,将维护主体的丰富性、呵护人与

世界的关系作为核心任务,以乐观的姿态建构符合

时代要求的个体,实现本真的教育。 今天的教育哲

学要充分调动和吸收当代有益的思想资源,将之建

构为指导教育实践的基本观念,为塑造未来的教育

实践提供意义框架。 就像在 18、19 世纪的新教育

运动中,蒙特梭利基于当时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对于

儿童心理的研究,赫尔巴特基于康德的道德哲学,
杜威基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构想新式的教育方

法,今天的教育哲学同样需要充分汇集现象学、存
在主义、实用主义、阐释学等当代的思想资源,将之

转化为实现个体和共同体建构、人的发展、精神多

元性、人与技术的和谐共存等目标的可行方案,指
导面向未来的教育实践的展开。

由于个体包含的可能性是无法预料的,是敞开

的,因此教育哲学本身也是面向未来敞开的,它一

方面受到所处时代观念的影响,同时也面向未来包

含无限可能,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的界限不可预先划

定,而只能在实际中观察把握” 。 作为未来哲学的

教育哲学,首先要以实现本真存在为目标,秉持对

唯科学主义、科学意识形态和还原主义等立场的批

判姿态,抵制在教育领域盲目引进科学主义范式和

单一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传统,抵制人的降低和感受

力的退化,坚持人本主义立场,致力于重塑完整的

主体,呵护丰富的感受性,建构人与世界、人与自然

的和谐整体关系。 同时,作为未来哲学的教育哲学

以及理想的本真教育,也并非要以极端的抵抗姿态

要求人们在技术科学和艺术人文之中做出非此即

彼的选择,而是在未来错综复杂的生存方式中,引
导人们积极探索,选择最为均衡的建构路径,实现

与技术共存。 毕竟,“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本真的教

育能否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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