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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教育中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从人与技术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技术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的全面发展、现代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汲取新观念推动教育的人
本化转变这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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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不平等现象 2.教育对主体性的破坏与解构 二、现代教育的人本化转变 1.自由教育 2.人本主义 3.努
力追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三、从哈贝马斯认识兴趣看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1.“技术兴趣”：推动专业
教育 2.“实践兴趣”：返回生活世界 3.“解放兴趣”：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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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自由的理解 众所周知，自由是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概念。
从古代的柏拉图，一直到近现代的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弗洛姆、萨特、罗尔斯等人
，都对自由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探讨。
早在古希腊社会，柏拉图就把自由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提出来，认为人出于求善的本性，在追求
和获得关于善的知识时，人就成为自由的。
简言之，自由就是对至善或真理的追求与认识。
这样一种善与真相统一的自由观，对后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在反宗教禁锢的斗争和追求自由平等的解放运动中，确立了理性自由的哲学主题。
这一哲学主题由康德创立，他把自由作为实践理性的核心问题提出来，并加以探讨，在《实践理性批
判》中，不仅在实践领域，而且在认识领域承认了自由的最高地位。
正如康德自己说的，自由是他“整个建筑的拱心石”。
而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也作为启蒙理性主义的完成者，最终确证了理性的自由。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与认识相关的历史过程，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就是实现自由的中介，以此解决
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可以看作是近代哲学从必然性角度定义自由的历史的总结。
 对人的自由问题的深切关注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全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特性是人的类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
本标志。
马克思通过人和动物的比较进而指明了人的自由的内在本性，这种自由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
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这是一种有限意义上的自由，但它是我们实现人类自由的必要条件；二是本体
论意义上的自由，这是一种无限意义上的自由，它源于内心无限的自由对外在有限自由的超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劳动首先视为维持生存的手段，而物质生产
领域仍然被视为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主要领域，自由活动与自主劳动仍然具有等同的意义。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的进一步规定，马克思在
与作为“最初的社会形态”的“人的依赖关系”和作为“第二大形态”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的对比中，指出未来“第三阶段”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
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马克思最终达到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规定，这就是要在人类活动
的不同样态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条件。
马克思认为，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最终所能够实现的只是一种人类能力的有限发展，一种有限的自由
，而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领域作为“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
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的理想状态只能从人的生活实践出发去进行，而不能是一种超越于可能的人类生
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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