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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功能研究的困惑
彭拥军

　　【摘 　要】　教育功能问题是个历久弥新的教育理论问题 ,引起过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理清了很多问

题 ,但仍存困惑。这些困惑有的源于教育自身 ,有的源于视角与方法 ,有的则是因为功能与职能的认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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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自身的复杂性引起的对高等教育功
能把握的困惑

(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多义性造成了人们对
教育功能认识的差异

1. 教育的多义性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对教育功

能理解的多义性和差异性。教育一词是一个清晰

又模糊的概念 ,说其清晰 ,我们几乎人人都在和都

可谈教育 ,人们在使用“教育”一词时都有所指 ,人

们对教育的理解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说其模糊 ,无

论从给教育下定义的方法到对教育基本含义的理

解 ,实际上都存在着差异。谢弗勒在《教育的语

言》中提出了教育的三种定义[1 ] ,即规定性定义、

描述性定义和纲领性定义。米亚拉雷则认为 ,教

育至少包含 4 种基本含义 : ⑴作为一种机构的教

育 ; ⑵作为活动的教育 ; ⑶作为内容的教育 ; ⑷作

为一种结构的教育[2 ] 。而在现实中 ,教育有时候

等同于“学校教育”,它甚至被简单地理解为读写

能力的培养 ;有时把教育理解为“有价值的学习”;

有时又主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理解教育 :教育

是形成良知的过程 ,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怀在深

度和广度上的发展[3 ] ;赫尔巴特则认为 ,“教育的

全部问题可以用一个概念 ———道德 ———包括”[4 ] 。

此外 ,我们常常把教育同发展、抚育、社会化和成

长等概念混同。

教育的多义性和模糊性 ,我们在不同场合所

指称的教育含义的差异性 ,既反映了教育的复杂

性和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深刻性 ,也必然导致对教

育功能认识的差异性、多样性、复杂性甚至模糊

性。这是产生对教育功能把握困惑的原因之一。

2. 高等教育概念的发展产生了对高等教育功

能静态与动态把握的难题。在现实性上 ,高等教

育则经历了“高等教育 = 高等学校 = 大学”到“高

等教育 > 大学”和“高等教育不能很好地涵盖所有

的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上的培养专业人才的教

育”等阶段。事实上 ,在一定的时期或未作严格区

分的情况下 ,高等教育可以从机构或活动意义上

来理解 ,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和大学常常可以相互

替代。但当高等教育与高等学校同时使用时 ,前

者指高等教育活动 ,后者指高等教育机构。它们

的功能或职能是相关联的、发展的 ,对其把握既应

该是静态的 ,也应该是动态的。

高等教育的边界越来越宽广 ,使高等教育学

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日益复杂 ,人们对高

等教育功能的期盼或预测也呈日益多样趋势。高

等教育功能 (或职能)的扩大既给认识高等教育的

功能带来困惑 ,也可能对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带

来挑战。

(二)教育功能自身的表现特性带来了对高等
教育功能认识的难题

教育是一种软科学 ,软科学的成果难以精确

量化 ,产生成果的过程即使加以控制也难以完全

再现 ,但它可以解释和预测 ,可释放精神力量 ,具

有硬科学难以比拟的特殊功能。作为活动意义上

的高等教育 ,由于其特殊的结构 ,它的功能表现载

体是人。高等教育使人在知、能、德等方面得到发

展 ,增强人的流动性 ,提升人的社会地位。但人是

一个复杂的多面体 ,人的发展包含的内容比较宽

泛 ,难以把握。高等教育通过人所曲折表现出来

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效果其内容也

非常复杂 ,难以把握 ,如教育的淳风化俗功能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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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从内容的角度来把握其效果。

教育周期长 ,教育效果滞后 ,在特定的时间和

具体的空间内很难精确衡量其内在的和外在的效

果 ,也难以确切地评价或预测其功能 ;教育对人的

价值观、教育价值观和教育期望等方面的影响往

往可以延及几代 ,这种代际间逐步显现的效果由

于时空关系充其量只能作定性的研究而难以量

化 ;教育影响空间的广延性使我们无力完全把握

教育的内、外效果。

教育效果在人身上的反映莫过于潜能的增

加 ,但潜能是难以测定的 ;教育的非人格化效果如

果要通过人的中介作用来表现 ,必然出现失真 ;效

果滞后造成教育效果受其他因素的屏蔽或污染影

响 ,我们很难精确地说明 ,某种效果是教育造成的

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对教育效果测量工具自身

的缺陷 ,如人力资本增值和教育成本的计算都存

在着让人怀疑的地方 (我们从不同人力资本论者

的教育投资收益计算的差异就可以看出这一问

题) ;教育内容的广泛性与教育影响来源的多样性

使教育活动与效果间存在着多因果关系 ,使人无

法找到精确的测量工具来衡量教育效果。

教育效果的复杂性、教育效果表现的某些不

确定性以及教育效果测量的困难性 ,无疑都会影

响对教育效果的准确衡量 ,也必然影响对教育 (或

高等教育)功能的把握。

二、高等教育功能分析中存在的困惑
(一) 功能、职能、作用的关联性和理解的多

样性造成对教育功能认识的偏差
功能指器官和机件的功效、作用和能力[5 ] ,是

事物由于其特定的结构而内在包含的功用 ,它是

事物本身具备并可以和可能发挥的实际效用 ;从

社会学的角度看 ,功能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

对系统的维持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作用 ,或系

统内部要素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从这种意义上

说 ,功能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它可以是积极的 ,也

可以是消极的。职能则是作为一种社会机构或部

门 ,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所应该发挥或履行的、或在

特殊的环境或条件下所能够和必须履行的职责 ,

它是社会机构或部门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履行

这种职责的能力的统一体。作用则是一事物与其

他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发生关联时所

产生的影响。

功能的产生是客观的 ,它是事物作为一种独

立系统 ,由于其自身的结构而产生的一种功用、能

力 ,它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职能则在事物

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功能基础上融入了主观要求 ,

它往往包含了一定社会的价值取向 ,如高等教育

的功能与社会现实需要或要求的统一就表现为高

等学校的职能 ;作用这一概念本身是中性的 ,它既

可以是事物表现出来的某种力量 ,也可以包含社

会对它的价值认同 ,所以它的实际表现可以是正

的 ,也可以是负的。事物的功能或职能都往往要

通过它的实际作用来表现 ,作用往往充当了前二

者的外在表征 ,换而言之 ,功能的表现或职能的履

行往往都以其实际发挥的作用来评价 ;事物具有

的功能如果包含了社会认可的价值方面的内容 ,

它的功能就演化为相应的职能 ;社会职能的发挥

可以实现功能、作用的最大化 ,也可以使某些不明

显的功能得以凸现或得到强化 ,但也可以造成完

全相反的结果 ,如让高等教育担负阶级斗争的职

能就必然影响高等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

(二)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差异导致对高等
教育功能认识的偏差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问

题作为高等教育自身逻辑推演的起点。布鲁贝克

把“高深学问”作为分析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 ,知

识成为高等教育活动过程中最具有分析价值的核

心问题 ,其对高等教育功能分析的起点和重点必

然围绕着“高深学问”,由此形成其分析功能的特

有逻辑层次关系 ,他认为高等教育功能主要体现

在 :传递深奥的知识 ,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 ,探索

新的学问领域等方面。国内也有人以知识为分析

起点来探讨高等教育的功能 ,把它分为六大功

能[6 ] 。虽然不同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问题的某些

相同的侧面、甚至得出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结论 ,但

其思维方法上的差异和由此可能产生的迥然不同

的结论都是不容忽视的。

从价值观角度看 ,中世纪的高等教育建立在

满足当时社会对专业教育的期望上 ,学习专业知

识、受到良好的专业训练是社会和高等教育关注

的中心 ;文艺复兴后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上

风 ,高等教育追求博雅的教育 ,追求高深的学问 ,

对实用的专业教育的期望退居次要地位 ;美国实

用主义价值观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在遵循经典大学

理念的同时 ,把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纳入了高等教

育的领地。

从实践的角度看 ,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

史发展中 ,中世纪的高等教育成为在新兴城市的

滋养下、在沸腾的时代需求促动下的专业教育 ;而

文艺复兴后 ,人文主义教育达到了巅峰 ;纽曼时代

则使英国式学院合法化 ;洪堡引领的德国大学则

使科学研究获得了合法地位 ;美国式的州立大学

和“赠地学院”则加强了高等教育与国家、社会的

联系。这些不光使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得以改变 ,

也改变了大学和高等教育的结构 ,影响了高等教

育功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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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不同学科也会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从社会学的角度 ,我们对高等教育功能的探讨往

往从“人 —社会”这两极来进行。因为社会学从宏

观上关注整个社会的结构、组织、分层、流动等问

题 ;从微观上关注个体的社会化、人的角色、人际

互动以及社会群体等内容。而从历史学的角度

看 ,无论是稳定的文化还是不稳定的文化 ,高等教

育都为它们打开了智慧的窗口 ,高等教育应该永

远引领人类的思维自由地追求真理[7 ] 。

总之 ,高等教育功能由单一走向多样 ,高等教

育由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既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过

程 ,也是高等教育结构重组的过程 ,它既应该反映

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又应能反映高等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和谐性 ,否则会产生高等教育

的“合法性”危机[8 ] 。

三、高等教育功能与高校职能关系的新理解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看 ,高等教育与高等

教育机构是不可分离的 ,高等教育的功能总是通

过高等学校的职能得以体现或与高等学校的职能

相对应。我们对高等教育功能的认识和对高等学

校职能的思考往往交织在一起、甚至相互代替。

由于教育是“人 —人”关系的系统 ,这注定了思考

教育问题不容易甚至不可能排除人的价值观和内

部心理期待。人们对高等教育功能的理解总被染

上理想主义的成分 ,人们总倾向于把它理解为积

极的正向功能 ,带有“唯正向功能论”[9 ]色彩。美

国社会学家默顿为了防止把社会期待等主观内容

渗透进功能的概念之中 ,提出了正向与负向、显性

与隐性两对重要的功能概念[10 ] ,前者以对系统产

生影响的性质是“贡献性的”或“损害性的”来区

分 ;后者则以其功能是否为人们所预料为区分标

准。但默顿并非反对研究者的价值准则和根据个

人意志的自由选择[11 ] ,换句话说 ,功能研究并非

排斥理想主义的或期待的成分。笔者认为 ,教育

功能虽然是一个客观的中性的概念 ,从分析的角

度对它作出明确规定是可以的 ,但我们对教育功

能的认识总包含着认识者的价值取舍。众所周

知 ,分析主义教育哲学备受批评的原因之一就是

它忽视了研究中的价值关涉问题[12 ] 。所以 ,从形

式上看 ,职能包含着社会期待 ,功能是一定结构的

产物 ,但在现实性上 ,由于不可能实现价值中立 ,

功能与职能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统一的。

高等教育的功能是由于高等教育内部要素的

结构关系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大系统的特定联系而

产生的 ,结构是高等教育功能产生的内在依据或

物质依托。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或现实表现往往

需要一定的条件 ,要借助一定的方式。在其现实

性上 ,它往往以高等学校的职能来表现。高等学

校是高等教育现实的物质载体 ,高等教育活动是

高等学校存在的内在依据 ;高等教育的功能最终

要通过高等学校这一物质载体来表现 ,其实质就

是高等学校的职能。这种关系就如同活动意义的

高等教育与机构意义的高校的对应关系一样。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层次 ,对社会的发

展总起着某种引领作用 (在这里 ,引领是中性概

念) ;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实施的机构或场所 ,是社

会和高等教育沟通、整合的实现场。高等教育和

高校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分离的。换句话说 ,高

等教育的功能是高校之所以存在的内在依据 ;高

校的职能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外化形式。正因为如

此 ,高等教育与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与大学在很长

时间内甚至可以相互代替 ,互为同义语。

同样地 ,我们从高等教育三大功能及其演变

和高等学校三大职能及其产生看 ,高等教育的功

能与高等学校的职能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

系。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 (传播与传递知识的功

能)对应着高等学校培养专门人才的职能 ;高等教

育过程中的研究活动 (创造或创新知识的功能)衍

生出高等学校发展科学的职能 ;高等教育由社会

的边缘日益走向社会的中心 ,高等教育活动越来

越成为一种主动或潜在的社会服务活动 (促进社

会发展的功能) ,由此也产生了高等学校直接或间

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高等教育 (活动意义的)功

能与高等学校的职能是高等教育 (广义的)功能的

两个不同层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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