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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科学”间的康德的实践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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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德是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其所提出的教育学理论对后世教育工作开展产生较大影响。在康德的
观点当中，教育学在本质上属于实践教育学，其将实践作为教学根基，且该种实践既具备“理想”内涵又具备“科学”

理念。本文先概述康德的实践教育学理念，然后从实践教育学的“理想”和“科学”双重角度对实践教育学进行论述，

了解康德教育学的实质理论，明确康德整体的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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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康德的教育理论中颠覆了教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

也被称为是现代教育学起源的鼻祖，即便是该种评价还

有待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康德的教育学

思想，就没有赫尔巴特的教育学研究。但很遗憾，即便

是哲学领域的学者也认为康德的教育学理念比较薄弱。

我国学者在梳理康德哲学过程中，发现其中有很多思想

观点都值得中国教育领域学习，但目前国内并没有学者

对康德的教育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导致康德的教育理念

并没有充分运用到教育领域中。

1 康德的实践教育学理念概述
在康德的实践教育学理念当中，所谓的实践哲学

并不是只限制在法哲学或者是道德哲学领域，实践哲学

也可以被运用到教育学当中。也就是说，教育学也将成

为实践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出该种实践哲学思想，

主要是受到行动世界的影响，而不是局限在认识世界理

论当中。换一种说法，教育学也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主

要与道德实践具备联系而不是和科学理论具备联系。该

情况表现出实践哲学中所阐述的道德实践不是单纯的指

知识理论层面而是已经延伸到了方法理论层面。一个人

可以肆无忌惮地讨论人之所以行动是受到道德法则的影

响，但如果不能在现实当中将道德法则的在实践中体现

出来，那么其就不可以被称之为好人。也就是说，人在

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总是要先思索怎样才能做

到应该做的，而后面的思索属于教育领域上的思索，如

果没有后面的思索过程，那么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就属

于空洞状 [1]。康德实践教育理念中比较看重实践哲学思

想，其出版了《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

这两本书，树种均谈到了教育和教育学之间的关系。前

一本书在最后一章总结出了实践理性的方法论，而后面

的书中则在最后一章则总结了伦理方法论。康德认为：

“人不能把纯粹理性的方法论理解为（无论是在反思中

还是在陈述中）就其科学知识而言对待纯粹实践原理的

方式……”该种思想能够充分体现出康德在教育实践方

面的思想观点，认为实践理性的产物就是德行，而德行

论可以自成一套理论体系。此时将康德的教育观点归纳

到实践哲学领域，能够明确康德所提出的教育学就是典

型的实践教育学而不是理论类型的教育学 [2]。康德的教

育理念所阐述的是怎样进行教育而并不是什么才是教

育。

上述观点中可以推断出康德的教育学思想就如同其

在著作中所提到的形而上学理念一样，将教育的对象看

做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其在教育学理念中并没有对教育

的行为进行批判，其关注的是方法论，并不是从什么是

教育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直接对教育当中的问题性质

进行分析，在怎样教育的思想下阐述自身在陶冶、训练

以及保育等方面的见解。但是，在康德表述自己的教育

学观点过程中，其并没有先构建儿童物理学，或者是阐

述科学教育学等相关理念，而是直接阐述实践教育学 [3]。

这并不是因为康德不具备足够的思索空间，其完全可以

在 1776 年到 1787 年这段时间以教育讲座的方式去国建

自身的教育观点。或许，从根本上来讲，康德在阅读卢

梭的教育学理念时，所思索出的实践哲学让他觉得实践

教育比理论教育更高，实践理性也更高过理论理性。也

就是在教育学生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实践教育更好过于

开展理论教育。

2 康德实践教育学的“理想”论
康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了《论教育》，该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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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篇就提到了人是唯一的需要被教育的物种，随后又

提到在被教育的情况下，人才能被称之为人，事实上，

人除了经过教育所掌握的知识或者是技能以外，他就什

么都不是。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人和动物之间存

在本质上的差别，动物在自然当中生存，但其并不需要

学习，其具备天然的本能。但人不一样，人不具备自然

本能，也没有动物在自然当中生存的理性，其需要通过

后天学习来形成理性意识，然后开展自身的本能 [4]。换

种方式来讲，人所产生的行为需要目的，其所具备的天

赋也需要通过受教育的方式体现出来。康德在《关于一

种世界公民个庐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表示，在自然世

界当中理性地运用自身所具备的力量，从而产生另外一

种意境超过自身本能之外的能力，其不了解规划的具体

界限，但其在理性上能够不断的尝试或学习，从而逐渐

洞悉另外一种能力。

或许一些人会对康德的观点提出质疑，觉得康德所

阐述的观点当中认为人不具备本能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认为人本身具备本能，其能够自我保存或者是人具备性

本能。该种质疑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也有正确性，但需

要注意的是，人的本能并不是在最开始就形成的，也不

是不会变化的，但动物的本能却是在最开始就已经存在

的，且其主要的方式是维系自身的生存，避免自身受到

危害。在该种层次上来讲，人没有本能的观点超过了人

有本能的观点。又或者可以认为人本身是自由的，这让

其要想形成更多的理性观点，就需要受到教育。这也是

为什么康德在表述自身教育观点时强调了人的动物性，

认为人所具备的动物性并不是说人具备动物的本能，而

是认为人具备在自然生存的野性，其会受具备不受法则

约束的冲动感，这种冲动感比较强烈和顽固，如果不能

尽早通过受教育的方式进行规范，促使人被束缚在理性

的法则之中，那么就很难在改变这种冲动 [5]。康德和卢

梭的观点不同，卢梭认为人性本善，即便是野蛮人也是

高贵的野蛮人，只是因为人类社会进化到文明时代，所

以人才会有坏的思想。因此，从人性本身来讲，其并没

有受教育的必要。而康德则保持了反对意见，其认为人

生来就具有破坏性，在自然当中不受到约束，具备一定

的破坏规则的野性，因此需要受到教育来进行规训。事

实上，从一些野蛮民族的行为上可以看出，这些野蛮人

尽管长期对欧洲人提供服务，但其并不能适应这种服务

于别人的方式。

不管怎么说，人在展现自身自然禀赋的时候，是需

要接受教育以后才能够凸显的，其不管是采取积极的方

式来接受教育还是通过不断否定教育的方式而被动接受

规训。因此，教育是人的使命，也是人完全展现自然禀

赋的主要途径。事实上，人虽然生来具备一定的不受规

则约束的特性，但其自然禀赋属于向善的禀赋而不是向

恶的，所以其通过受教育的方式不断展现向善的禀赋。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人所具备的向善禀赋并不是单一存在

的，其属于复数状态，而人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将

所有的向善禀赋都完全呈现出来。康德所发表的《单纯

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文中提到，人的本性可以分为三

个类型，一种是有生命的存在物，该种禀赋属于人所具

备的动物禀赋，一种是兼具生命和理性的存在物，其属

于人本身所拥有的禀赋。而最后一种则属于兼具理性和

负责任的存在物，属于人性格当中的禀赋。三种并行充

分体现出人在自然当中纯粹性的自爱，也彰显出人能够

判断是否幸福，是否应该追求平等，并以此作为谋求优

越感的主要动力。总体来说，康德的理论当中人性不存

在纯善，但也不是纯恶，他们在接受教育以后，能够逐

渐获取更多发展的空间，并以此来彰显自身的生存禀赋。

但是，在受教育的情况下将人的向善禀赋发挥出来，并

不是在经验世界中所呈现出的教育现实，而是一种超过

了经验世界的更好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是在对个

体教育的基础之上呈现出的教育成果。也就是说，该种

教育方式是单就人类而言的，也只有对人类开展教育，

才能够将人的自然禀赋完全发挥出来。康德将这种理想

性的现象称之为实践教育的理想性，其就像柏拉图所创

作的范本一样，能够充分反映出现实教育当中的诸多问

题。

3 康德实践教育学的“科学”论
康德所提出的实践教育理论是建立在人所具备的自

然禀赋基础之上的，其认为人需要通过受教育的方式来

实现所有的自然禀赋，该理念呈现出了实践教育学的理

想性质，但事实上，实践教育学还具备明显的科学性质。

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科学理念当中主要是通过经验原则来

开展研究工作的，其并不是通过在经验当中出现的抽象

理念来作为出发点，反而是在经验世界当中发现一些抽

象理念，为了更加了解这些理念，其通过数学及实验的

方式对这些经验进行不断实验，最终归纳出必然的规律。

因此，实践教育学也具备明显的科学性质，其所获得的

教育理念是在教育经验上所衍生出来的。康德所提出的

实践教育学呈现出科学的特定，其在经验的角度看到了

实践教育学当中所蕴含的“学”的重要性，其不仅呈现

出教育学的思辨和理想，也更加重视对教育理念的演绎。

当然，教育理念不能够被否定，其所呈现出的教育理念

需要教育对象属于有血有肉的状态，且其处于经验世界

当中。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教育理念具备阶段性，其需

要根据人的成长过程进行阶段性的划分。该种理念体现

在康德所出版的著作《论教育》的导论当中，其认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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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需要受到教育，且需要接受规训、保育以及塑造等在

内的教导。

除了在《论教育》的开篇就对人受教育的成长阶段

进行划分，康德还表现出了对于人教育的重视，其所阐

述的教育艺术强调了教育方式的正确性。康德认为教育

艺术并不是依赖于不确定的经验，而是需要依赖于人的

本质规定。但该种意识要想达成又不能单纯依靠理性思

辨，需要人类在长期接受教育的情况下不断总结经验。

从康德的角度来讲，人类的见识受到教育方式的影响，

而教育又作用到人的见识身上。因此，教育属于循序渐

进的过程，需要通过一代一代人总结相关经验，然后再

将知识内容传递给下一代。而每一代人对教育方式或者

是教育理念进行改良，才能够衍生出更加正确的教育概

念。

从康德所构建的实践教育学来看，其并不是单纯从

人类终极形象角度出发的，而是遵从经验性的原则，根

据当前所开展的机械式教育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并总

结了以往的教育经验，然后构建更为科学的教育学。也

就是说，康德所提出的实践教育学也比较重视理念，但

是其也没有忽视经验。康德对自身的教育经验进行总结，

发现当时的教育规划处于盲目性且机械性的状态，其所

呈现出的反自然理念无法让孩子的人格更加健全和完

善。在康德的认知当中，欧洲各个文明国家目前所开展

的教育机构都是以奴性的方式对原始时代陈旧教育方式

的模仿，这些机构依然是最初的教育样式，败坏了教育

的意义。例如，在经验性原则引导下，开设学校之前就

需要先设立对应的实验学校，探究该学校所呈现出的教

育方式是否能够适应教育人的节奏，是否符合教育科学

理念。否则，直接开设学校而没有对教学方法进行验证，

那么很有可能教学方式就存在机械性。事实上，康德自

身所接受的教育也存在机械性，康德在 1732 年 -1740

年期间一直都就读于敬虔派中学当中，该所中学在教导

学生的时候以严厉和刻板著称，僵化的教育模式让康德

留下了不堪的教育记忆，学校当中压抑的氛围更是让康

德觉得学生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一些天才也在

这种刻板的教育方式下被泯灭。正是因为对自己所受到

教育的不满，康德才在其思想中表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

所拥有的童年时光是最美好也是最快乐的。但事实上却

并不是这样的，一些人的童年时光接受了刻板的教育，

因此其所度过的岁月是艰难的，其很难有一个真正的朋

友，也缺乏真正的自由。康德所提出的实践教育学具备

科学性，强调了以科学的方式来判断教育的理性，虽然

没有严格地对现代的教育进行批判，但在科学教育理念

引导下，还是对现代教育给出指导，促使现代教育不断

评价教育方式，并不断调整教育方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的很多教育实验理念均与康德的教

育理念有一定的关联性，在康德教育理念的引导下，现

代教育理念不断优化和创新，并且能够注重实践教育。

在我国推行教育改革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康德的教育

理念，并且深入分析康德实践教育学中的“理想”与“科

学”观点，精准定位实践教育学。当然，在遵从“理想”

与“科学”的实践教育学理念期间，不能够出现偏向性，

而是保持实践教育开展处于“理想”与“科学”之间，

遵从教育领域的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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