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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原理”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学说体系展开的核心，巴

门尼德提出“存在”的观念，并描述世界物质本原以存在物存

在,而存在的东西就是“实体”, 所谓“存在”就是实体的存

在。之后，马克思超越了实体主义思维方式，从人与他人的

“主体间”关系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批判抽象

的自然观，而称颂现实的自然观，他认为人按照其自然是要过

社会生活的。这为理解个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与自由解放奠定价值

支点，也为我们看待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

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

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始终围绕这一价值和目的在展开。教育的价值基准和追求是实

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

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高校双创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主

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理论学科和职业生涯的核心内容，

也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肩负起人才培养和社会发

展的使命及要求。

1  实体思维与关系思维，高校双创教育研究与实践转变

的新思路

实体思维和关系思维相融合是科学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

求，高校双创教育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弘扬社会主义主旋

律。一方面，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相互联系，运动和发展的。基

于此，我们不能够把高校双创教育按照简化论范例，仅仅当作纯

粹的实体世界来描述，必须意识到构成其的各个要素及其本身都

处于相关联系和变化发展中，且依存实体而存在。因此，认识，描

述，发展，研究和实践高校双创教育，实体思维和关系思维都不

可或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确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

践的。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三个基本

特征。高校双创教育的本质也是实践，它具有客观实在性，与此

同时与个人，组织，社会等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

必须回归到实体和关系视域下进行讨论。

2  自然性和实体性统一和解，高校双创教育本质和功能

探索的新方向

近年来，一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在学术界被提出，它以

一种全新的视角描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这种教育观以人兼

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为前提，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实体性的重

要途经。自然性是指人具有自然生物的自然性，实体性是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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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的新视角》一文中首次提出复杂的适应性实体原理在职业中运用，是近年来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研
究的新视角。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复杂而具适应性的独立实体的产生，内涵，特性，发展及精神，发现高校双创教
育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同样适用于复杂的适应性实体原理。本文从高校双创教育周边关系中的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生涯
教育三个层面来进一步论析复杂的适应性实体原理在高校双创教育中的适用性，旨在宏观层面认识双创教育，革新和建构新范式，为
发展和创新双创教育理论及实践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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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类本质。自然性要求人只需要遵从自然法则，而实体性则

需要遵从理性法则。遵从理性法则没有办法依靠自然本能实现，

而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自然性和实体性的统一或和解。基于以

上教育观，我们进一步分析高校双创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2007年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关系的认识，张耀灿

先生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作了新的梳理，将其分为基础

理论学科和应用理论学科两个部分，而创新创业教育被归入思想

政治教育应用理论学科。以上两大前提都为探索高校双创教育的

本质和功能提供新方向，也强调其须放在实体视域下进行研究。

3  复杂的适应性独立实体原理，高校双创生涯推动和运

用尝试的新视角

职业生涯与双创生涯不能简单的概括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

系，而是协同发展，衔接联动的。对职业生涯理论的研究突破

和发展，也势必会带来双创生涯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革新。基于生

涯发展理论和生涯建构主义研究的基础，2006年【美】德博茹·

布罗其在《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的新视角》一文中首次将适应性的

实体原理引入职业生涯理论研究领域。一方面作者提出的“将职

业生涯作为一个复杂而具适应性的独立实体”，且通过一系列步骤

提出了一个新的复杂性、关联与职业生涯的理论。另一方面，也

指出复杂而具适应性的独立实体具有维持自我的能力，开放性，

动态性等特性且每个特性均被运用于职业生涯发展中 。这都为

职业生涯教育的理论突破与现实运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而高校

双创生涯在目标，功能，价值，精神与职业生涯教育有重叠关联

之处，基于此，复杂的适应性独立实体原理也势必成为高校双创

生涯推动和运用尝试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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