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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与天性教育关系初探
周　利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摘要：天性在当前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往往容易被忽

视。在华夏的教育传承里，从《三字经》到《大学》《中庸》，

回归与发挥天性是家国育人的宗旨所在。随着习性教育的经年

席卷，孩子生命本来的成长与需求受压，教育关系不益生，孩

子成长出离天性而发育不良。着眼于天性，教育才能变得和谐、

滋养、益生而有效。恢复天性运行是人为中心助人实践的宗旨，

最值得教育借鉴的就是益生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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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给出天性教育

随着经济与社会文化的进步，家庭、学校、国家都投入越

来越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想给到孩子最好的教育，助力他

们将来的人生。但当我们静下来，停下来，却看到一个我们不

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们给出的与接受的教育不益生。处在教育

关系中的家长、教师、孩子几乎都是负重而行的、消耗的、被

内卷的，很少感受到教育带来的生命滋养与喜悦，更不用说推

动孩子鲜活而真实地活出我们所期的幸福与成功。

为何我们的教育不益生？这源于我们给出教育时，受驱

于竞争，局限于灌输知识与训练能力，忽略孩子本身，忽略

他的先天能力，忽略孩子生命成长需要我们在教育他时给予

什么。

如何给出益生的教育？教育得长天性化习性。《三字经》

《大学》《中庸》《道德经》等都秉持天性人性观，并探究天

性的发挥，传承上千年，历经洗礼与沧桑仍具生命力。以天性

为根基的人为中心心理咨询发展也有近百年，也早已被证实运

用于教育时有效而益生，已被世界各地许多教育系统、教师推

行。将国学经典与人为中心结合起来探讨天性与益生教育，有

期实现理论假设与落地实践的有机结合。

二、区分天性与习性

（一）所谓天性

为了让益生教育的探索简单明了还不失根本，《三字经》

的开篇逻辑建构最适宜：“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天性，也可称人性、本性、自性、实现倾向，指人类生命

个体的本来之性，一种先天的能力。在这里采用天性为名，是

为了强调它与身俱来的、自然的、天真的特点。天性是居于每

个人内心的巨大发展源泉。

天性的充分发挥会给个体带来什么呢？一，对于他自己，

会身心整合一致，活得灵动新鲜，充满活力，感受到生的乐

趣与充实 。二，对于他所参与的关系、团队或事业，会“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拿罗杰斯的亲身体验来说就是：“只

要给我机会让我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其他别的事情似乎

都会水到渠成。”三，对于印象，人们对他容易有天才或天

选之子的印象。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不在于他们的异于常

人，而在于他们不偏不倚地、充分发展与发挥了自己的天性

而已。

（二）后天习性

借《三字经》的建构，与天性相取代的是习性。习性，也

可称假我之性，或习得我之性，是后天受环境制约内化的自我

概念之性，是精神上的转基因，也是习性教育的产物。习性导

致个体的言行与生命内在智慧、动力及其实现失去关联。习性

不教化，会导致心性变迁，让人身心情意行失调、言行失能、

生活失色。

在人为中心的语系中：习性源于内外力量相遇时，个体为

了连结重要他人，赢得认可、避免否定而接受他人价值条件，

违心按照他人期待而行。日积月累后，形成与价值条件行为相

一致的自我概念。这种习得建构的自我概念，会通过自我防御

机制防御机体评价过程的信息，从而压制或者否认内在体验与

机体的所有暗示，致使个体丧失对内在机体智慧的信任，也与

天性的实现倾向分道扬镳。

习性内化定型后，具有自我衍生力。会不断地自我强化和

延续到后面的人生中。即使环境发生改变，他人撤除了价值条

件，个体仍然无法自动回归天性。暗中破坏着个体当前的或者

试图去做的所有事情。

习性可以通过回归天性而自然化解。通过特定的人我关系

重建个体对内在机体评价过程的信任，重回天性实现倾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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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各种心理问题自然自发的整合化解。这已被人为中心

心理咨询成功践行多年所证实。

（三）天性与习性的区分

天性与习性的差别不再于外显言行。同一言行，如说声

谢谢，可能源于不同深度的内在真心，也可能源于习性，如

模仿、习得、表演、面具、约定等。要区分天性与习性：一，

可以看行为效率与结果。如同样是学习，真心（天性）的学

习效率高，不求而得，违心（习性）的学习行为效率低，求

而不成；二，可以看行动的主体体验。天性驱动时，主体体

验到安宁、幸福、畅快、享受、自由、释放。习性驱动时，

主体体验到不安、痛苦、别扭、煎熬、障碍重重；三，可以

看身心灵以及人我和谐度。天性驱动，内外一致，身情意行

一体统一，和谐共鸣，人我呼应。习性驱动，表里不一，身

心人我都容易错位不协调；四，可以看行为生成源头。天性

深发于心，当下应景自然而生，超越教条与经历。习性发于

后天习得，如父母教导等。

三、天性教育的为与不为

天性是每个个体的天选之路，离之则败。教育要长天性化

习性才益生，才能真正输出所期的育人结果。益生教育在于为

个体提供合适的成长环境，让个体有能力进行自我指导，应天

性而行。

天性教育并不是要我们去分析、解剖天性，然后再通过所

谓教导干预与操纵孩子天性的自然发展。事实上，天性是主体

之性，无法被客体处理，无法被解剖、分析、干预与操纵。它

与生命个体浑然一体，携知、情、意、行以及灵魂、精神系统

整体运行，甚至无法感知与操纵：“无之以为用”“功成事遂，

百姓皆谓我自然”。所以要给出益生的教育，古来就有“不言

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性通过机体评价过程自导实现，无需外来教导。但天性

实现程度受制约于环境。外来意志，如规范、教导，会干扰或

替代机体评价过程——内心深处的智慧，导致天性实现萎缩或

扭曲。孟母三迁，所为何往？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

枳。环境中他人是长养还是压制个体天性与机体评价过程，将

决定天性的实现水平。

人生长于社会，着落于关系环境，博弈于入侵意志。天性

教育在于构建一个能促进个体创新性的且充分发挥其天性潜能

的主体间陪伴关系。这样的关系建立有三个必要且充分的核心

条件。下面将以“种子 - 土壤”生命一体发展为喻来解读这三

个核心条件带来的关系本质。

（一）教育者做真实的自己

建立益生的教育关系首要的，就是教育者做真实的自己，

真实关系是人天然的成长土壤。教育者去伪存真，开放真实自

己，才能成为天性的土壤。

孩子需要真实的父母，学生需要真实的老师。总想给出最

好的，却不知最好、最珍贵的是纯正真实的自己，是我，是我

在，是我内源初心，一丝附加都会破坏品质。

做真实的自己需要教育者，老师、父母或他人，去掉各种

专家、长者、教育者的角色、身份、职责或社会面具，纯粹以

内源真我、真实、真心相待。父母或老师越是真实而透明地存

在于关系中，孩子或学生就越有可能获得建设性的改变或发展，

学会自我指导 。

对这个首要条件，人为中心标记为真实、真诚或一致性。

真实，实于当下本来状态。真诚，诚于己心，诚得越深入内心，

越有育人力量。一致性，包括言行一致，知情意行一致，表里

一致，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地一致于内源真性。

很多时候，言行都发于深心的当下在场，无声胜有声地存

在着，就已经够了。就如一个青春期孩子对父母的呼求：“他

们在那里就行，我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做，就刚刚好 !”

（二）教育者提供无条件接纳

寻求他人的接纳，是个体偏离天性运行的唯一原因。他人

的接纳与否对个体而言就如同土壤包容还是排斥种子，关乎生

死。无条件地接纳就如同土壤将种子全然包容其中，容之存，

供之生。这样彻底的接纳能让个体感觉到安全，绝对的安全，

不用再伪装、讨好，放下防御，面对真实的自己，转向自我接

纳，开启回归真我。真我一启动，天性自动纠偏的机体智慧就

能把他自己带回正轨。

无条件接纳意味着完全、尊重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非判

断主义的态度。长养天性的接纳必须是全然的、完全的，不然

就不叫接纳。尤其是与我不同的，负面的，不被他人接纳的部

分，包括个体对自己的不接纳、自我拒绝的接纳等。

积极并非我们以为的给出“积极面”的肯定或表扬。表扬

与否定在天性这里，本质都是在传递价值条件。积极关注意味

着对生命本来如实、如来的确定、尊重与同在。最极致的积极

关注，不是我给出肯定与认可，而是我全然地陪伴与守候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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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里。

对不安地行走于习性中的个体给出无条件接纳至关重要，

直至当个体已经对他人是否接纳变得免疫，建立起稳定的，与

天性实现，与机体评价过程一致的无条件自我接纳之时，方可

撤离。

（三）共感理解地相伴于主观现实

共感理解是教育者全然的感知与共振到受教育者的主观世

界与主体体验，并传达返哺，从而回归于受教育者实现倾向的

发展进程而前行。带来“种子生命”与“土壤生命场”的无缝

衔接与流动。一体供生地推进着以个体天性为中心的生命实现

历程。没有共感理解，就没有长天性之实。

共感理解需要教育者能无缝的跟进孩子或学生的主观真实

世界。捕捉并感受到他们的情感、个人意义、真实想法、他们

设身处地的感受等。并通过交流强有力地传达反哺。通过印证

核实、接纳、关怀、跟进、映照等方式陪伴他们感受、连接、

跟随自己的内心发生，倾听内心的愿望与原初体验。从而解除

个体向内连接的障碍，促进与自己机体智慧的连接，找回自我

的方向，由内而外真实地做自己。

当我们共感理解进入对方的世界时，很容易有想要去干

预与操控的冲动。此时最可贵的是“土壤”的放手无为、不

指导、不干涉地跟随，让种子单纯、彻底、充分地的绽放它

本来。

传达出共感理解后，剩下的就是交还与顺其自然。就跟吃

饭、睡觉一样，别人无法代替。所以老子言：“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王弼说：“我之教人，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夫

自然；顺之必吉，违之必凶。”也如罗杰斯所洞见：“个体生

命主体本身，知道得最清楚。”

共感理解后不指导很重要。因为益生的教育的核心目

的是来访者回归自己的机体评价过程实现天性的自我指导。

指导会干扰这一回归，因此不指导对天性的自我回归变尤

其珍贵。         

四、小结与展望

教育立足于孩子、学生的内在天性才是根本。益生的教育

在于益生的教育关系，在真实的、接纳的、被充分共感理解的

关系场中，孩子、学生主体跟随自己在学习情境与任务中的直

接原初体验，走出自己的路，才能充分、有机地实现自己的成

长与成才。

反思这个世界近几十年来施加给孩子们的教育，我们的初

衷是应天的，父母为了孩子，老师为了学生。但我们主流都把

为道日损的减法做成了加法，不停地灌输、教导、训练打造习

性，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但孩子没有朝向我们希望的样子发

展，反一个个活脱脱的、鲜活的生命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习性加

诸其身而渐渐黯然失色。

回归天性教育，相遇自己与孩子的内心力量与智慧，实现

自我导向。超越我们多年来的教育习性传承。我们将获得自由、

鲜活、亲善与乐天且充满了创造力的教育氛围。个体生在其中

会焕发生机与活力。我们也将获得不一样的世界：自己与自我、

他人和整个社会规范以一种更加积极、充满希望的方式连结在

一起的方法。

这是一条无限但充满生命喜悦与惊喜的路：习性教育满天

飞，益生的教育关系在目前的教育空间要慢慢建立；化习性要

求所有后天习得的东西都被彻底放下，当我们回归机体评价运

行后，天性无限的深入发展也才刚开始；一致、无条件积极关

注、共感理解的给出都是无限的，从表面到骨子里到灵魂里的

完成，没有最好，只有更极致。

但只要我们踏上这个方向，每走一步，都会收到生命回馈

给我们的喜悦与丰厚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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