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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更是育人之本。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教

育异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结果的异化，教育也逐渐失去了原本

的意义，反过来控制人、奴役人。因此，正视教育异化现象，对教育异化问题进行合理的评价和分析尤

为重要，而通过转变教育价值取向、丰富扩展教育内容、转变教育评价方式能对其进行有限消解，对我

国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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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ennial plan, education is the first, education is the country’s plan, the party’s plan, but al-
so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the phenomenon of edu-
cational alienation in our coun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alienation of educational purpose,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educational result.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lost its original meaning, and in turn controls and enslaves people. Therefore, facing 
up to the phenomenon of educational alien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ke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al alienation, and it is of great value and prac-
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o resolve it through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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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and chang-
ing the way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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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走向社会的中间转换器，不断影响丰富着个体，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教育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教育异化问题也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和思考。 

2.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 

1832 年，马克思的遗著——《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公开发表，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

的产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异化是指本来由人们所创造出的事物反过来与人相对立，甚至支配、奴役、

压迫人的现象。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一个重要工具。根据马克思的

描述，异化表现被分成了四种形态。 
异化的第一种形态是劳动者与自己所生产创造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作为劳

动者的劳动成果，本来应该是归工人所有、由工人所支配。但是由于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私有制的影响，

劳动者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却掌握在了资本家手中并将劳动产品以高价卖出，而劳动者却支付不

起高额的价格来获得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这时，劳动产品不仅不能由自己所支配，反而控制了劳

动者自身，劳动者与自己所生产创造出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在这一种条件下，工人所创造的财富越

多，工人本身就越贫穷。 
异化的第二种形态是劳动活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创造性

活动，真正的劳动体现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和意志[1]。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劳动以及劳动者

自身都变成了资本家的“私有物”。工人所进行的劳动活动生产的产品并不是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

是属于资本家，劳动也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而是工人用来谋取生计的强制性手段，劳动者使用

劳动却不掌握劳动产品的所用权，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无法获得幸福感与成就感，反而受到折磨和损

害。因此工人的劳动不再属于工人自己，工人的劳动与其自身发生了异化[2]。 
异化的第三种形态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所谓人的类本质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

以及它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类本质就是劳动，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才是人的类特性。但在资本主

义生产体系下，资本家来压迫剥削劳动者进行劳动是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益，劳动成为了强迫性的行为，

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这个时候，人的类本质对于人来说便发生了异化，与人类自身相对立。 
最后，异化的第四种形态是与人与人的异化。人同人的异化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活活

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所导致的结果。既然工人的劳动只是为了生存而具有强迫性质的劳动，那么工

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对抗的。在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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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关系也恰恰是由劳动异化所导致的。 
从上述关于异化的理论叙述中可以了解到，异化概念的核心内容是指一个事物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

中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产生了违背自身本质的异己力量。而教育异化是异化的下位概念[3]，主要指的是教

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与自身本质相违背的异己力量，教育失去了它本真的追求，使其与本质和

人的本性发生对立。 

3. 教育异化的表现形式 

(一) 教育目的的异化 
目的，是实践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以主体观念建立起来关于活动预期的结果[4]。谈及教育目的，

通俗的讲，就是通过教育而要得到的结果，教育目的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更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教育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而教育的目的的重心在于“人”，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人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5]。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教育似乎和教育目的“背道而驰”，教育目的也日益呈现出了“工具化”和

“利益化”的特点，人在自身的发展中冠以“工具化”的名号。一方面，人接受教育不是为了自身，而

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人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工具，成为某一领域的“劳动力”、“螺

丝钉”。另一方面，人也逐渐被“利益”所捆绑束缚，人接受教育似乎只是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完成

考试、拿到文凭、找到一份好工作，追求金钱、权力。在此，教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与最初的目的相

背离，逐渐社会化、市场化、功利化，这便深刻的体现出了教育目的的异化。 
(二) 教育内容的异化 
教育目的是制定教育内容的依据，随着教育目的发生变化，教育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谈及教育目

的，本应是培育全面发展的人，但在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教育目的逐渐社会化、市场化、功利化。相

应的，教育内容以配合教育目的的变化也发生了异化，表现为内容逐渐片面化，教育结构逐渐失衡。 
在科技至上、功利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应试教育的方式仍然受到追捧，学校家长在教育的过程中，更

加注重的是学生在课上是否认真学习，对知识是否掌握，考试分数高不高，升学情况好不好，从而忽视了

素质教育，忽视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由此可见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的重要程度，而教育的最终目的也应是培养健全人的道德品格。但在应试教

育的大背景下，“唯分数论”“唯学历论”似乎占据最高地位，甚至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成绩好，其他的

都无所谓”，从而致使了对品德教育的关注的缺失。本来教育应是传播文明、传授知识的过程，但却转变

为对分数学历的崇拜，本来应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学习内容却反过来奴役了人，让人感到痛苦。 
(三) 教育结果的异化 
随着教育的目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教育结果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教育结果如何，需要以一个固

定的标准给予评价和衡量。在当前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如何衡量判断教育的具体情况呢？分数便成为

了最终的“拍案板”，教育情况如何，拿分数来说话。由此，考试就成为了衡量教育结果的重要指标。 
但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接受教育似乎就是为了最终的考试，教师上课是为了学生能够考出

满意的分数，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以考试为目的的过程，考试也由衡量标准异化为了教育的目的。

凭借分数来去衡量教育的情况及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习的教育方法也会逐渐异化成为一种

功利化的行为，考试本应是衡量教育结果的手段，但却变成了控制、奴役学生的工具[6]。 

4. 教育异化的根源及其后果 

(一) 教育异化的根源 
1) 社会生产发展是教育异化产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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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社会历史可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五种社会形态依次进行更替，而教育异化现象的

出现也离不开社会的发展。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教育内容也较为

原始、简单，但原始社会的教育立足于以人的培育为本，教育也融合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当中，

教育内容主要为传授生存技能和生活本领，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人能够在自然环境下生存发展。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形态向前推进，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到了阶级社会，教育异化的萌芽也随

之显露。在这一阶段，教育的目的就不再仅仅关注于人的培育和发展，教育也开始变成了统治阶级为了

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的手段与工具。教育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而在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途

中，对教育功能的发掘和利用使得教育异化逐渐加深，教育的本质逐渐脱离了原有的轨道，与社会生活

相背离[7]。 
2) 落后的生产力是教育异化产生的物质根源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

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如今我国仍所处在“物

的依赖关系”这一阶段，人们对物是具有依赖性的，而这种依赖性又表现在社会物质交换的普遍过程当

中。因此教育者、受教育者必须要不断的进行劳动而获得财富。在此过程中，为了提升个人的能力以及

竞争力，教育者还要继续接受教育。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时候，人们对物质的渴望和需求就更

加强烈，并为此而展开竞争。这时，教育便成为了人们为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重要手段。当人们为

了追求物质、追寻名利而接受教育的时候，教育的目的受到生产力的影响，便不再是追求人们自由全面

的发展，人对物的依赖就转移到了对教育程度的依赖。这时，教育便发生了异化。 
3) 教育体制、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是教育异化产生的外在原因 
教育体制对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现阶段的教育体制所存在的缺陷也是教育异化现象产生

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现阶段，教育体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教育资源不平衡、以成绩的好坏作为评价教学标准、以学

历高低作为单位录用条件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教育的正常发展受到影响。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会影

响教育的公平性，以成绩分数作为评价教学标准、以学历高低作为录用评价条件会导致“唯分数论”“唯

学历论”现象的出现。此时，教育便背离了初衷，而受教育者也被成绩、文凭所控制束缚，无法真正的

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便是教育体制的缺失所导致教育异化产生的原因。 
其次，教育模式也对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教育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现阶段我国的教

育模式以应试教育为主，而应试教育一般是指填鸭式教育，即偏离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单纯的迎接考试而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教育模式。在这种教育模式之下，学校片面重视对

学生智育的培育而忽视了学生的品德教育，似乎“升学率”“考高分”才是最终目的，并且教育模式较

为单一、死板。在这种教育模式的培养下，学校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学生的分数，学生成为了“做题的机

器”，这大大限制了人的个性发展，同时也与教育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初衷相背道而驰，引发了教育异化

现象的产生。 
(二) 教育异化的后果 
随着教育异化的产生，教育异化所带来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引发大众的思考。 
教育异化会引起人的“工具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人们也逐

步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了时代和国家的最强音。“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人才是当今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都离不开人才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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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我国将主要力量凝聚到了高等教育之上，把注意力也聚焦在了人才培养之上。在此背景下，

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科技创新注入动能成为了培育人才的首要目的，高等教育成为了一种适应性教

育。教育为社会发展、适应市场设置专业、开设课程，学生为追求好的职业而追逐文凭，学术性被实用

性所取代。人才的培育逐渐染上了“功利主义”的色彩，教育无形之中被社会化、市场化、功利化，人

也沦为了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 
教育异化会造阻碍人的发展。纵观当前教育现状，不难发现教育被功利主义、权力异化等现象所侵

蚀，应试的教育模式贯穿着教育的始终，学校成为了残酷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内，为创造完美的“竞

技选手”，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甘愿被淹没在题海战术、满堂灌、高分技巧课中，学校也像大工厂，教育

者按特定的教材方案在限定的时间内生产塑造出合格的“产品”。在此过程，教育者的自主性和专业性

被极大束缚，被教育者的完整性、丰富性消失，“人的意义”被逐渐分解[8]。此种情况下，教育培养出

来的人是片面的、单向度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便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5. 消解教育异化的现实途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实现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有了实现的可

能，教育异化现象也才能被消除。但基于目前我国所处阶段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异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彻底的给予根除，但我们仍可以根据教育异化的发展现状，通过转变教育价值取向、丰富扩展教育内容、

转变教育评价方式对其进行有限的消解[9]。 
(一) 转变教育价值取向 
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对人的身心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教育是为人而服

务，突出人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在教育过程中塑造健全学生人格，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有生命的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建设高

质量的教育体系，就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因此，转变价值取向，逐渐推广新时代教育价值观念极为重要。对家长而言，应重视孩子的全面发

展，而不仅仅关注于分数带来的价值。对于学校而言，应真正把教育重心落实在“人”之上，要把学生

的全方位素质提高作为教学取向。对于用人单位而言，不能仅仅将学历作为衡量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

应发挥良性的引导作用。对于学生而言，应当重视个人实践创新能力的提高。立大德方能成大才，基于

此，教育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培养“考试机器”，而是更加注重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德才兼备，真正落

实把教育的重心放在“人”之上，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教育异化所引起的人“工具化”、教育功利

化的现象，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 丰富扩展教育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已经步入了知识技能时代。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教育内容的天平倾斜到了科

学技能知识的“智育”之上。然而，要想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仅仅依靠“智育”是远远不够的，但对

“智育”的追捧正是导致教育异化的原因之一。 
若想优化教育自身的发展，就要在注重“智育”的同时，改变传统教育内容，均衡发展人文素质教

育。在此过程中，需要对教育进行重新定位，转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对人文德育课程进行

重新建构，丰富扩展教育内容。比如，在课程教学设计上，可以将人文知识与学科知识进行交融，以素

质教育渗透到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加强素质教育对教育者的熏陶，从以智育为中心转到智育与德育并

重，让学生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要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意识到，人之所以是人，本质上在于其有德

行与智慧，教育不仅仅只关注所谓的“分数”、“学历”，教育不是盲目的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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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受教育者实现自我发展、丰富自我价值。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喜好意

愿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因材施教的办法，发现教育的多样性，合理优化教学内容以促进学生

的发展[10]。 
(三) 转变教育评价方式 
在当前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之下，分数成为衡量教育结果最有力的指标。但恰恰是因为评价方式的单

一，造成了学生家长对分数的盲目崇拜，从而加剧了教育异化的现象。因此，转变扩展教育评价标准势

在必行。 
教育的评价方式应追求多元化，衡量教育结果不能仅仅依靠分数来定论，还应该综合学生的道德修

养、生活实践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等多方面能力对教育结果进行多角度的考量和判定，对学生的情感认

同、思维品质、价值塑造等多方面情况进行关注。比如，可以通过其他非考试形式给学生提供成果展示

平台，以此评价学生的才艺技能，使受教育者真正做到全面发展。其次，教育结果的衡量还要综合多方

面的评价，积极听取不同主体的意见，确保评价的客观性、有效性，全面反映评估学生的教育情况。在

这个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教育的结果，更应正视教育的过程，要对学生的成绩做出深层次的分析解读，

为学生的成长进步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从而提高整个教育的质量，真正实现教育的目的[8]，不让“分

数”束缚了学生发展的脚步。 

6. 结语 

教育异化是教育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也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然而，在当前的历史条

件下去探索教育异化的扬弃路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异化进行有限消解。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教育异化问题理解的不断加深，教育也终将回归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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