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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教育与强制：教育自由的界限》研究教育自由。
现代性对教育与自由的误解，使得现代教育面临如何恰当处理善与正当之关系的实践困境。
对真理的求索及对个性培养，要求教育必须要遵循自由的理念。
教育自由向教育提出满足人的自主性的基本准则，确立了对学生实施强制的界限以及教育强制本身须
遵循的原则。
学校教育必须保证儿童在教育中的基本自由，形成引导、强制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关系，为教育引导人
过自主的、成熟的、自我引导的生活确立基本的教育实践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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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兴国，1963年生，教育学博士，教授，现工作于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
教育哲学、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作有《论有效教学的正当性》（《教育研究》）、《启发式教学的“中外”与
“古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编著有《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安徽人民
出版社）、《名校长办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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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代儿童教育自由的观念源自于洛克的理论工作并在洛克那里得到最系统的阐述。
在洛克的思想体系中，理性乃是个体自由的基础和条件。
一切德行和优点的原则在于克制自己耽于满足欲望的能力，欲望即理性未曾占据支配地位的地方。
这一克制能力是经由习惯才能获得的，如果趁早实践，它们还能应用得容易和娴熟。
⋯⋯他们第一件应该明白的事情是，他们之所以能得到某样东西，不是因为这样的东西他们喜欢，而
是因为他们适合得到它⋯⋯幼童越小，就越不应该纵容他们难以控制的欲望。
他们自己拥有的理性越少，就越应该把他们置于管教者的绝对权力和约束之下。
“德行的真正原则和标准在于明白一个人的责任，满足于服从造物主，遵行上帝所给予的启迪，以期
获得他的认可和赏赐”。
在洛克看来，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平等，即每一个人对其天然的自由所享有的平等权利，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
但是，对于儿童来说，情况似乎又有差异。
换言之，从自然的自由来看，儿童生来应该享受这种平等，但是由于人生来都是婴儿，孱弱无能，无
知无识，理性还不够成熟；因而儿童生来就处在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之中。
儿童对成年人的这种不平等状态，主要表现为“父母在他们出世时和出世后的一段期间，对他们有一
种统治和管辖权”。
这意味着，儿童对成年人的不平等，乃是自由权利的不平等。
换言之，由于理性的不足，成人所享有的自由并不为儿童所享有。
　　要理解洛克有关儿童自由的观点，需要准确地把握洛克对自由的解释。
洛克的自由观，可以看作是消极自由观。
洛克指出，“处在社会状态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
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之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
法律的约束。
⋯⋯这是在规则未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复无常的、
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
概言之，自由就是对理性法则的遵从。
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
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
在儿童具有理性来指导他的行动之前放任他享有无限制的自由，则是使儿童处于和野兽一样不幸的状
态，远远低于人所处的状态。
这样一来，儿童的自由权利就会因为他的理性的不足而受到限制。
洛克认为，法律即理性的法则。
如果一个人因愚昧无知而不会运用理性，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就不受这个法律的约束，因而这个人就
是不自由的。
“法律既是仅由理性公布或发表的，那么他如果还不能运用理性，就不能说是受这个法律的约束”，
那么当儿童不受这些法律约束时，他们也就没有自由。
“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政治的利
益⋯⋯而单单为了使我们不致坠下泥坑和悬崖而作的防范，就不应称为限制”。
因此，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
自由就是在人们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心所欲地处置或安排其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
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外一个人的任意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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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观念的兴起，使得学校教育与自由观念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紧张关系，即如何应用强制来培养
个体自由能力？
儿童在教育中的自由之价值，在于自由能够为个体的个性发展提供可能性，并有助于保证个体对真理
的求索。
就教育的本质要求以及成人与儿童的社会关系而言，儿童在教育中的基本的自由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它是指儿童能够参与教育活动；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它是指儿童在教育中能
够免除任意干预或不正当强制。
儿童的教育自由处在限制、引导与自由的平衡关系中。
当儿童自由对教育秩序、他人利益以及儿童自我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时，教育者就必须采取正当的强制
手段。
教育自由要求教育者扬弃传统的教育教学与管理方式，以宽容精神来对待儿童成长中出现的过失，要
求教育者对儿童的强制必须以尊重儿童权利、维护儿童福祉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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