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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是一种复杂性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的未来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 ,这种发展的

多可能性便构成教育可选择的客观前提。然而 ,机械决定论统摄下的教育完全成为一种可操

作的技术性行为 ,即教育目的事先被预设 ,教育过程中多种可能性为一种可严格预期的运作模

式所替代 ,教育行为被严格控制 ,教育结果相应地成为教育计划的附属品 ,主体的能动性与选

择权被无情扼杀。因此 ,必须走出简单教育的樊篱 ,树立复杂性教育思维 ,归还教育主体以选

择权 ,步入本真意义的教育殿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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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 education is a complex social act ivity , the re exist a variety of po ssibili 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education , which serve as an objective prerequisi te fo r education

choice.However , education under mechanic dete rminism is a technical action that can be

completely manipulated .Educa tional objectives are set befo rehand and va rious po ssibili ties

during education process are subjected to an ope rat ing mode that can be closely w atched .

With educational act ions unde r rig id contro l , educational outcome turns out to be an accesso-

r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Individuals'ini tiatives and rights to choo se are deprived of ,w ith-

out mercy .Based on above , we must w alk out o f the deadlo ck of simple education , alive ,

and establish an ideolo gy of complex education .What should be re turned to individuals are

their rights to choose.So , we can arrive at a stage w he re the real nature o f education can be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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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教育的选择性问题 ,在教育研究视域里历

来就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决定论的” ,

认为教育中一定存在着严格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 ,

教育的发展像钟表走时一样 ,是按照一定的并可以

预设的轨迹奔向未来的;另一种是“非决定论的” ,认

为教育中不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教育的未来发展充斥着大量变数 ,究竟成就何种现

实是难以预见的。我们不赞同这两种观点 ,因为二

者都未能看到教育兼具有序性与无序性双重性质 ,

否定了教育中既存在确定性因素也存在不确定性因

素这一客观事实 ,遮蔽了教育活动的本质特征 。

当前的教育实践受决定论的影响较大 ,人们普

遍将教育视为一种以理性为基础和出发点的简单教

育 ,即教育目的事先被预设 ,教育过程中各种可能性

为一种可严格预期的运作模式所替代 ,教育行为被

严格控制 ,教育结果相应地成为教育计划的附属品 ,

主体的选择性被扼杀 ,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 、教育与

外部环境之间立体网络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与联系

被忽略不计甚至被排斥 ,人们千方百计企图通过对

铁定的因果关系和严格的必然性的探寻 ,为教育设

计一个一劳永逸的操作方案 ,很少关注或重视教育

的无序性 、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甚至为了达到某种预

期的目的和效果 ,人为地忽略或剔除教育中某些起

重要作用而无法把握的因素。

在我们看来 ,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实践

活动 ,教育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教育与外部环境之

间存在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因此 ,简单地

将教育视为一种可操作的技术性行为 ,或人为地遮

蔽教育中的偶然性因素与不确定性因素 ,都是极端

错误的。因为这不仅不利于揭示教育活动的本质特

征 ,还会扼杀主体对教育的能动作用。恰当的做法

是 ,转换教育思维与教育视角 ,正视教育本身的复杂

性 ,直面教育中的无序性 、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及时

对当前割裂和化简教育的行为进行纠偏 ,彰显教育

主体的能动性和选择性 ,实现民主和人性化的教育 。

一 、可选择性:现代教育的基本特性

复杂科学认为 ,世界是多元的和统一的 ,是有序

性与无序性的统一 , “既不可能是纯粹有序的也不可

能是纯粹无序的 ,因为在一个只有无序性的世界里

任何事物都将化为乌有而不可能存在 ,而在一个只

有有序性的世界里万物将一成不变 ,不会有新东西

发生。”[ 1] 也就是说 ,世界既不是机械决定论的 ,也不

是非决定论的 ,而是融机械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于一

炉的辨证决定论的 ,具有有序性和无序性交混的性

质 ,单纯的有序性和确定性或纯粹的无序性和不确

定性都不可能对世界做出完全的解释和圆满的解

答 ,单纯的机械决定论或纯粹的非决定论都无法对

客观世界的发展状态与发展趋势做出完整的描绘和

刻画 ,因为机械决定论可以刻画客观事物某一层次

的确切状况 ,而不能描绘事物整体的发展趋势 ,而非

决定论可以描述事物整体的发展趋向 ,但不能准确

刻画事物整体中个别因素的状况 。历史地看 ,无论

是自然过程还是人类社会过程都具有有序性和无序

性交混的双重性质 ,即既包含决定性的和可逆的因

素 ,也包含着随机性的和不可逆的因素。这样的话 ,

当一个由涨落驱使的物质系统在从旧状态过渡到新

状态 、从旧结构跃向新结构的临界点上 ,无法控制与

无法预知的随机作用会使系统失稳而按不只一个分

支演化为新的系统 。物质系统演化的多分支性为选

择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系统最终会按哪一个分支演

化则取决于系统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双向选择。

教育属于复杂性社会组织系统 ,教育内部诸组

成要素之间以及教育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存在复杂

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因而教育中的因果关系表现形

式多种多样 ,即教育的某个或某些结果与特定的一

个或多个原因之间的必然联系并非铁定的一因一

果 ,往往表现为一因多果 ,或一果多因 ,或多因多果。

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教育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

在特定的一个或多个原因作用下获得某个或某些结

果的运作过程。在此过程中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原

因表示为所谓的“条件集” :{Ci}j ,把所有的结果表

示为所谓的“现象集”:{Ep }q ,两个集合间的对应

关系为 F ,那么相应的因果关系一般可化为:F:{Ci

}j※{Ep }q , i , j , p , q=1 , 2 , 3 , ……。逻辑地看 ,教

育结果的可预言性取决于两个要素 ,即条件集与对

应关系是否确定 。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视角看 ,与

某种特定教育结果相关的前提条件原则上是无穷多

的 ,我们委实难以把握条件集中的每一个 ,因而现实

中所考虑教育的因果性只能在忽略某些微小原因的

理想情况下进行 。况且 ,即便能够把握所有的教育

条件 ,但观察也不是完全精确的 ,每个不断变化的教

育条件始终存在不确定的成分 。因此 ,教育中的因

果决定性只能是条件与结果之间确定不移的对应关

系 ,其中并不包括条件的确定性和结果的可预言性 ,

我们能够把握的只能是条件与结果之间确定不移的

对应关系。教育的这种因果决定性揭示 , “教育活动

的因素 、过程与其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是概率论的 ,

而不是决定论的”
[ 2]
,我们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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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描述。

教育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还揭示了教育的未

来发展存在多种但数目有限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

的集合便构成教育发展变化的可能域。既然教育发

展的可能性表现为一个可能域 ,那么在潜在条件或

原因的作用下 ,历经一段特定时间的作用之后所产

生的结果就可能是多个 ,而最终是哪一个结果得以

实现 ,要结合教育的内外部条件才能加以阐明 ,因为

教育究竟如何演化发展是教育系统自身与社会环境

双向选择的结果。教育发展可能域的存在 ,一方面

揭示了教育选择的必要性 ,而控制就是对教育发展

可能性集合中那种符合教育规律以及主体利益和需

要的教育状态的选择 。可以认为 ,教育发展史就是

一部教育选择史 ,今天世界各国的教育就是经历无

数次选择积淀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教育选择

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讲 ,教育选择是一种面向未来

的“多种选取”的活动 。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 ,教育

的发展只有存在多种可能性 ,主体才能有意识有目

的地从中选取一种或多种 。假如教育的发展只有惟

一的一种可能 ,像钟表走时那样机械 ,主体便不会有

任何选择的余地 ,只能亦步亦趋地按教育的所谓“自

然秩序”运作。

二 、简单教育:对教育选择权的扼杀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明了教育具有可选择

的特性 ,但若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 ,那么主体对教育

的能动作用以及主体的教育选择权就难免被忽视甚

至被无情扼杀。机械决定论否定教育的可选择性 ,

因而在其支配下的教育表征为一种扼杀主体能动性

与教育选择权的简单教育 。

在机械决定论看来 ,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严格的

线性因果关系 ,即一组确定的初值导致一条确定的

轨道 ,系统按某一给定的轨道变化 ,轨道一旦给定就

永远给定了 ,轨道的起点一举决定系统的过去与未

来。人们可以根据事物的初始状态来准确地判定事

物的整个运动 ,预知这个事物每个定时点上的运动

状态 。拉普拉斯是机械决定论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 ,

“我们应当把宇宙的现在状态看成是它先前状态的

结果 ,随后状态的原因。假定有一位超人智慧的神

明(intellig ence),它能够知道某一瞬间施加于自然

界的所有作用力以及组成自然界的所有物体的瞬间

位置 ,如果它的智慧能够广泛地分析这些数据 ,那么

他就可以把宇宙中最重的物体和最轻的原子的运

动 ,均纳入同一公式之中;对于他再也没有什么事物

是不确定的 , 未知和过去一样均呈现于他的眼

前 。”
[ 3]
机械决定论为我们描绘和刻画了一幅具有标

准性 、规范性和周期性的世界图景:客观世界在本质

上是严格有序的 ,无序只是表面现象 ,万事万物都处

于一个封闭的系统之中 ,并呈现出一种单向的线性

因果联系 ,一个事物的产生与变化既是前一个事物

产生与变化的结果 ,同时也是为下一个事物的产生

与变化提供一个原因。秩序和规律充斥于整个系统

之中 ,系统的演进因其严格的线性因果关系可以为

人们所认识和预测 ,科学能够而且必定能够通过对

世界运动规律的把握而征服和控制世界 ,而人类理

性的功能正在于探求对象世界中的有序性 ,揭示和

把握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

长期以来 ,由于深受机械决定论的影响 ,人们普

遍将教育视为严格有序的和完全确定的 ,认定教育

中存在严格的必然性 ,教育的初始条件与输出之间

存在一种必然的线性联接 ,只要知道和把握教育的

初始条件 ,就必然可以预知和控制教育任一时空点

的发展状态 。在这种思维的统摄下 ,原本复杂的教

育被化归为一种简单的程式化操作 ,即教育目的事

先被预设 ,教育过程中各种可能性为一种规律式的

运作模式所替代 ,教育行为被严格控制 ,教育结果相

应地成为教育计划的附属品 ,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和

选择权被无情扼杀 。这种机械决定论支配下的简单

教育还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将教育视为一种他组织

行为和外塑行为 ,严格控制弥散于整个教育过程。

在简单教育中 ,外在的控制具有无与伦比的合法性 ,

秩序化 、规范化与程式化运作是一种普遍的教育诉

求 。二是人才培养规模化 、标准化和模具化 。在简

单教育中 ,师生间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关系被打破 ,代

之以一对多的关系 ,人才培养走向规模化 ,效率备受

推崇。在教育运作上 ,学校成为装配工厂 ,教育者千

方百计地通过严格而缜密的控制把受教育者装入一

种预先设计好的模具之中 ,教育的各种要素按严格

的因果关系被组织得如同钟表走时一样 ,教育过程

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工艺流程极为相似 ,人才培养如

同机器的装配过程 ,结果是一批批具有“异质性”的

学生走进来 ,经过周期性 、序列化的运作 ,然后变成

“同质性”的产品被输送出去 。三是过分强调人的理

性特征 ,忽视甚至排斥人的非理性特征 。在简单教

育中 ,教育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为一种规律式 、可严

格预期的运作模式所替代 ,教育行为成了教育计划

的附属品。我们认为 ,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不是绝对

对立和冲突的 ,相反存在相辅相成的一面 ,前者为后

者提供观念与价值引导 ,从而使后者得以升华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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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前者提供动力支持和生命力。因此 ,理应摒弃

理性对非理性的绝对支配与限制 ,把人的非理性从

幕后推向前台。四是把动态多变的教育情景还原为

几个或几条简单而抽象的命题和原则 。比如 ,将教

育过程规定为确立教育目标 、设置课程 、选择方法 、

检查评估等几个有序阶段 ,把丰富多变的教学过程

规定为组织教学 、讲授新教材 、巩固新教材等线性程

式化的序列运作 。

总而言之 ,简单教育是一种机械决定论支配下

的教育。在这种简单思维的统摄下 ,原本复杂的教

育被简化处理 ,教育的可选择性被遮蔽 ,教育主体的

能动性与选择权被扼杀 ,整个教育沦为一种可操作

的程式化的技术性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 ,教育成为

一种单纯的知识记忆与储存 ,被禁锢在一种绝对客

观化 、确定性的认知层面 ,受教育者在接受知识的过

程中难以触及到知识的情感和意志价值 ,整个教育

失去了其发展人的素质的本真意义 。

三 、复杂教育:对教育选择权的释放

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 、通过人的生命 、为了人

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 ,是以人为本

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
[ 4]
因为人的

本质既是生物性的又是文化性的 ,既是理性的又是

非理性的 ,所以“人一旦作为一种复杂性的存在进入

教育过程 ,无论是从人作为教育系统基本要素的角

度也好 ,还是由于人的复杂性而导致的教育对外在

环境开放的角度也好 ,简单教育过程中那种人为的

稳定与有序的运作状态必然会被打破 ,而出现一种

动荡的`涨落' 起伏状态。”[ 5] 此外 ,作为社会的子系

统 ,教育既非“单子”也非社会中的“孤岛” ,它一方面

镶嵌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 ,与社会的其他子系统

诸如经济系统 、政治系统 、文化系统以及各种社会因

素如人口 、资源 、地理 、生态 、民族 、宗教等之间存在

密切的关系 ,其运行发展要受到经济 、政治 、文化等

的制约。另一方面 ,教育系统本身也由多种内在联

系的子系统构成 ,各子系统处在一种非线性作用的

关系网络之中。由于受到各种外界因素和内部非确

定因素的影响 ,教育的运行发展变得无法准确预测

和估计。

教育的复杂性揭示 ,教育过程带有不可重演的

性质 ,不能像装配机器一样完全程式化运作。因此 ,

我们理应采用策略而非程序的方法对待复杂的教育

问题 ,因为“程序由一个预先确定的行动序列构成 ,

它只能在包含着很少的随机性和无序性的环境中付

诸实施 。至于策略 ,则是根据既有确定性又有随机

性 、不确定性的环境的条件而建立的 ,人们在这个环

境中行动以求实现一定的目的。程序是不能改变

的 ,在出现预料之外的情况或危险时它只有中止。

策略则可以根据在执行中途获得的信息改变预定的

行动方案 ,甚至创造新的方案。”
[ 6]
一言以蔽之 ,程序

化操作是一种简单的行动方式 ,而策略则包含着对

教育中的各种复杂因素的正视和利用 。除此之外 ,

教育的复杂性还表明 ,仅看到教育的有序性与确定

性而无视教育的无序性与不确定性 ,必将忽视教育

主体的选择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出简单教育

的樊篱 ,树立复杂性教育思维 ,赋予复杂性以本体论

的性质和意义 ,在动态的非线性交互关系中去把握

教育的过程性与情景性 ,真正使教育的选择权得到

释放和弘扬 。

第一 ,强调教育不仅是实体的集合体 ,更是关系

的集合体。教育不只是由一个个“单子”式的因素组

成的纯实体世界 ,教育中的任何因素都处于与其他

因素的内在关系网络之中 ,这种存在于教育中众多

甚至不计其数的相互作用 、相互反馈的关系赋予了

教育以复杂的性质 。而教育的这种复杂性则决定了

教育很难或不可能被统一在恒定的规律之下 ,因而

刻意把动态多变的教育情景还原为几条简单而抽象

的命题或原则所组成的教育原理 ,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把教育看成一个纯实体的集合体 ,看不到教育

中的复杂关系与非线性作用 ,就会很容易忽视主体

在教育中的能动作用 ,进而将教育过程视为一个犹

如机器装配的技术操作过程 。

第二 ,强调教育的过程性 ,反对严格的预期性。

教育是过程的延续体 ,教育中的一切都处于动态发

展的过程之中 ,教育的意义不可能离开具体的教育

情景与特定语境而存在。因此 ,无论是教育者还是

受教育者 ,在此过程中都应该不断形成与调整自己

的目标和理想 ,而不是一味地机械地固守预先设定

的目标和理想。尽管教育存在确定性的一面 ,需要

一定的预期与计划 ,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 ,因而

一旦进入教育过程 ,教育的运作不应该是对外在于

过程的种种预期与计划的执行 ,不应死守计划而为

计划所束缚 ,最终成为教育者按严格计划“制造”受

教育者的过程 ,而应根据教育过程中不断呈现的新

情况适时调整计划 ,使教育成为一个不断涌现创造

性的过程。过去 ,有人担心给教师或学生发挥自主

性的空间 ,容易使教育运作处于一盘散沙的混沌状

态 。在我们看来 ,非但不会如此 ,由于教师和学生的

主动参与 ,反而会使教育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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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因为在复杂性系统中 , “混沌就是生命和创造力

的源泉 ,并且生命和创造力并不按事先设计 ,而是通

过导致自然输出的瞬间自组织过程造就的。”[ 7] 因

此 ,有必要赋予教育中的混沌 、无序性 、偶然性以本

体论的意义 ,而不是一味地加以遮蔽和排斥。

第三 ,强调教育价值与规律的情境性 ,反对教育

价值与规律的抽象统一性 。在现实中 ,教育所追求

的价值具有阶段性 ,往往不是一种指向终极的抽象

的价值 ,也不应该以一种永恒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为

教育的价值追求只有与具体的教育情境统一起来才

可能是真实的 。教育规律也是如此。过去 ,由于深

受机械决定论的影响 ,把对教育规律的探求等同于

对教育确定性和有序性探寻 ,义无反顾地挖掘着教

育中严格的必然性和严格的因果关系 ,很少意识到

教育规律通常只是作为教育发展的一般趋势表现出

来的弹性的必然性。因此 ,应该革新教育规律的研

究范式 ,尽快“由探讨普适性的教育规律 ,转向寻找

情景化的教育意义”[ 8] ,赋予教育规律以发生学的意

义 ,充分认识到“进入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都不

是预成的 ,他们都是主体实践创造 、重建的结果 ,因

此也就不存在一种预成的 、永恒不变的必然性与规

律 ,任何一种必然性都形成于一定的教育活动之中 。

固然以往实践结果为新的 、后续的教育实践提供了

前提 ,并决定了它的大致方向 ,但这种前提条件又会

在新的 、后续活动中不断被改变 ,这种改变也形成了

新的必然性 、新的规律。”[ 9]

还需要指出 ,复杂教育是人类对教育本质属性

认识的升华 ,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思维。这种思维转

换是教育创新的必然要求 ,但它并不是对简单教育

的全盘否定与颠覆 ,而是对目前僵化 、刻板与程式化

教育的反思与批判 ,是对简单教育的一种纠偏与超

越。这种思维转换不仅意味着主体的能动性与选择

权的恢复 ,也意味着教育目的由单纯的前置向前置

与生成相结合转变 ,教育过程由纯粹的严格控制向

自组织运作与弹性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转变 ,教育结

果不再是预定计划的附属品而是伴随教育发展不断

涌现的教育创造 ,师生关系不再是严格的规训与控

制而是师生彼此的关切与理解。这种思维转换所带

动的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变

革 ,必将催生教育新的生命力。当然 ,这种思维转换

也要求我们积极培养自己应付和处理不测事件的头

脑 ,学会在散布着确定性岛屿的不确定性的教育海

洋中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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