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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在处理学习竞争问题时的道德失范行为，主要表现在私自占有公共教育资源

和自我封闭两个方面。从美德论来看，学习者在面对学习竞争时产生的自私心理常常会把原

本为集体共享的利益据为己有，封闭心态容易将同伴群体排斥于自我之外；从功利论来看，学

习竞争道德失范则会搅乱人际关系，诱发恶性竞争；从道义论来看，学习者制造恶性竞争的动

机和手段缺乏正当性，其行为反映出的利己主义违背了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我们倡导“竞于道

德”的学习竞争观，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为此，学习者应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参与竞

争，学校和社会要营造有利于良性竞争的学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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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学生的学习过程，竞争与合作可以说是

一对永恒的矛盾。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毕竟是

有限的，为了获取更好的机会、更优质的教育资

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另

一方面，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又不是在一个

完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在当前普遍实施以班

级授课制为主的教学组织形式中，学生与同伴群

体共同学习已成为常态。从这个意义看，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如何恰当处理与同伴的关系问题，以

及如何正确开展学习中的竞争与合作活动，就成

为教学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所

要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只不过考察的重点是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处理竞争问题时的道德失范行

为，并以此为突破口，运用伦理学相关理论进行剖

析，最后提出我们所倡导的学习竞争观。

一、“竞争”的基本理解

1.“竞争”的多维解读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最早从资源的角度谈竞

争源起的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他在《荀子·

富国》篇中写道：“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

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

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

明分使群矣。”对此，荀子提出“明分”这个概念来

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要确立一种封建等级

制度——“礼”。在《礼论》篇中，荀子进一步阐发

了他的这一观点，认为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资源的

有限性与人的欲求无限性”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必

然会产生竞争，“礼”的调节和控制才是有效解决

竞争冲突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战国末期法家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8 批面上资助项目“新中国统编教材建设史的系统考察（1950—2000 年）”（项目编号：

2020M68060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曹周天，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伦理学、教育出版史研究。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

第45卷，2022年3月 （Research on Modern Basic Education） Vol.45, Mar. 2022

175175



第45卷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Research on Modern Basic Education） 2022年3月

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比较关注资源与人口这两

个客观因素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人们相互竞争

并不是由于道德沦丧，而是因为“财寡”。虽然具

体观点存在一些差异，但荀子和韩非子共同主张

“争则乱”。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对竞争往往采取

限制和禁止的政策。在西方，英国经济学家马尔

萨斯认为，资源的有限性引起的竞争是促进历史

进步的动力之一。从其积极意义来看，这一理论

肯定了竞争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本质特性，

它较之我国古代社会对竞争问题的认识是一次较

大的飞跃。

由于竞争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领域之中，因而，

不同领域对竞争概念的界定也值得关注。比如，

生物学认为，竞争是生物交互作用的一种，通常指

同种或异种个体间为了争夺资源而相互施加不利

影响的现象。它主要发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一般可划分为掠夺式竞争和干扰式竞争两大

类别。①

又比如，社会学将竞争界定为“人与人、群体

与群体之间对于共同目标的争夺”。② 综合来看，

竞争主要是围绕有限资源所展开的力量角逐。在

学生学习领域，有限资源可以理解为优质公共教

育资源，如何运用正当合理的方式去获取这些优

质公共教育资源，则需要学习伦理视野的观照。

2. 竞争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生物界中存在竞

争的事实，提出“自然选择”理论，并指出自然选择

是生物进化的一种淘汰机制。竞争是普遍存在的

社会现象，我们并不能回避或彻底消除竞争，关键

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竞争。从教育资源的分

配来看，学习中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是无

法回避的事实。比如，我国的各类升学考试，其本

身就带有明显的选拔与竞争意图。“竞争本身是一

种实力较量过程，一种择优机制和奖励机制，因此

它就排斥了平等地占有和分配社会资源，而必然

造成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③ 既然竞争是不可避

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

竞争，并让竞争积极发挥其正向促进功能，就成为

我们思考的关键问题。

二、学习竞争道德失范的典型表现

通常来说，“道德失范包含着人们精神和行为

失范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精神上讲是内在道德心

理的失落、混乱和道德观念的缺失、动摇，从行为

上讲是举止仪表和动作语言的混乱或犯分乱理，

或者说是行为的无度与越轨”。④ 聚焦到学生的

学习领域，主要包括学生在学习观念及行为层面

的道德失范表现，即不合道德规范的学习观念和

学习行为。

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或

多或少受到当前弥漫在整个教育领域中的攀比文

化的影响，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攀比是教育竞

争的推手”⑤；另一方面也与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的

社会现实不无关系。这些外在因素固然是不可忽

略的，但从学习者个体来说，学习者自身应当认真

反思学习竞争的内涵、意义和价值，从而积极寻求

破解之道，这正是伦理学视角观察学生学习竞争

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教育伦理学视域下学习竞争道德失范的

理论反思

1. 学习竞争道德失范的美德论反思

竞争问题所关注的焦点是，在对共同资源和

利益的追求和分配过程中人们的动机观念和行为

方式问题。美德论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

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它关注的重点是“人的品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生物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68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5-
126页。

③ 袁振国：《当代教育学》（第 4版），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301页。

④ 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1页。

⑤ 顾明远：《中国教育路在何方：顾明远教育漫谈》，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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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① 因此，从竞争者的品质来看，学习竞争中

的道德行为失范者主要存在自私心理和封闭心态

两种惯习。

（1）自私心理

在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时，自私心理是

一种常见的惯习。自私者没有正确认识人与人之

间的相处之道，往往希望能独占公共资源，甚至不

惜采用恶意手段阻碍他人获取。现实中，持有自

私心理的学习者不在少数，这固然与优质公共教

育资源紧缺有关，但更体现出其缺失高尚的道德

品质和善良心态。总之，在学习竞争过程中，要努

力克服内心的自私，充分发扬人性中热忱、友爱的

善端，多为他人着想，力争做一个利他、大度的学

习者。

（2）封闭心态

某些学习者正是由于自私心理的不断滋长，

从而形成了自我封闭的心态，这很容易导致在认

识上对学习活动的性质及其竞争问题存在片面化

理解。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总是存在于一

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然而，内心封闭者却看不到

人和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共同体，而只看到人与

人之间的排斥、敌对等冲突关系。在他们看来，他

人和集体的存在不是为自己提供帮助，而相反成

了影响个人利益获得的阻碍因素，这是内心封闭

者所持的固有逻辑。从美德论角度看，一个人应

该拥有开放、包容的美德，要做一个愿意与他人交

流、分享智慧的人。学习的过程本身就需要开放

包容的心态。而且在与同伴相处过程中，也要有

开放包容的心态，要积极融入集体之中，既多向他

人学习，也要善于帮助别人，不能使自己脱离

集体。

2. 学习竞争道德失范的功利论反思

（1）搅乱人际关系

学习者的不良竞争心态会直接搅乱原本和谐

的人际关系。举例来说，比如一个班级因为某些

学习者不良竞争行为的存在，就会导致同伴之间

的相互封闭，从而形成“独学而无友”的尴尬局面。

这一格局的产生就源于学习共同体中的成员对竞

争内涵的理解偏差，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搅乱同

伴之间的关系，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

任和真诚。大家都会不自觉地把同伴看作自己潜

在的竞争对手，那么人际关系之复杂、紧张程度可

想而知。学习氛围的紧张还会间接地引发学生个

体的紧张、焦虑甚至抑郁等心理问题。这些都是

由学习者不良竞争心态而可能引发的一连串

问题。

（2）诱发不当竞争

其实，搅乱人际关系只是表层现象，从深层

看，学习竞争中的道德失范很有可能诱发同伴之

间的不当竞争，不论对学习者个人，还是对整个学

习共同体来说，其危害性更大。首先，学习的恶性

竞争会变相地加重学习者的学习负担，增加学习

者的心理压力。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学

习者会不断地给自己加压，生怕疏忽大意就会落

后；另一方面，也会逐渐封闭自己，而不愿意与同

伴交流，担心自己的优势被别人模仿学去。其次，

不当竞争还会影响通过团队协作共同完成学习任

务的效果。一个恶性竞争的学习环境会潜在地给

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带来许多无形的障碍，原先可

以通过合作学习就能解决的诸多问题，都需要由

个人独自承担并完成，从而会相应地提高个体成

长发展的成本。总而言之，不当竞争会导致同学

之间相互提防，不能坦诚相见，进而破坏学习共同

体的优良教育生态，其危害性巨大。

3. 学习竞争道德失范的道义论反思

道义论审视的是竞争的动机和手段是否违背

法律和伦理的规范，是否存在不当的动机和行为。

反观案例中的诸多竞争道德失范的动机和行为，

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学习者不当竞争的动机和

手段均缺乏正当性；另一方面，学习者所表现出的

利己主义违背集体主义原则，下面具体展开论述。

（1）不当竞争的动机和手段均不正当

竞争应当在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学习者的不

正当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动机不正

当。第二，手段不正当。良性竞争应当是一种合

情、合理、合法的竞争。我们倡导学习者要寻求一

种正当的竞争方式，即通过自身的努力、合乎规则

地参与竞争。

（2）利己主义违背集体主义原则

竞争应当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合情、合理、

① 肖群忠：《规范与美德的结合：现代伦理的合理选择》，《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 5期，第 3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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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利己主义

与集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而那些总是把集体利

益占为己有、蓄意制造恶性竞争的学习者所表现

出的极端利己主义，违背了集体主义原则。学生

的学习并不仅仅为了获取知识，在学习过程中促

进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也是一项重要的目标。自私

与封闭的心态既不利于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同时

也会对集体利益造成损害。

四、竞于道德：学生学习竞争道德的规范

基于上文分别从美德论、功利论和道义论三

种视角对学生学习竞争道德失范行为的分析，笔

者认为，处理学习竞争道德失范问题的关键突破

口是要大力倡导“竞于道德”的学习竞争观，鼓励

学习者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在学习过程中，

一方面，学习者应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参与

学习竞争活动；另一方面，学校和社会也要努力营

造出良性竞争的学习生态。

1.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参与竞争

理性客观地认识学习中的竞争问题是处理并

解决学习竞争道德失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从教

育资源的分配来看，学习中的竞争问题是客观存

在的，这一点是任何社会乃至个人都无法回避的

基本事实。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在《论

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与进步》一书中说过：“高尚的

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① 从上文中的分析

可以看出，不当竞争的产生虽然在客观上受到社

会环境诸如攀比文化、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短缺等

因素的影响，但学习者自身的心态以及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取向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

素。因此，要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竞争观，

兼顾竞争意识和竞争伦理，提倡学习中的良性竞

争，确立互惠双赢意识，以平等、合作为关系基础，

以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为目标指向。“用交往伦理

学的观点来说：合作是以相互理解为基础的一种

交往行为。”② 历史事实和经验表明，牢固的同学

友谊必然建立在良性学习竞争关系的基础之上。

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

历时曾感慨道：“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

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

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

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

的朋友，但总感觉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

同学亲近。”③

2. 营造有利于良性竞争的学习生态

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对学习者理性竞争观的

养成是大有裨益的，具体可以从文化建设和制度

建设两个方面着手。在文化建设方面，首先是加

强教育，引导学习者合理设定奋斗目标和学习榜

样，追求适度竞争，不能蓄意制造过度竞争；倡导

良性竞争，抵制恶性竞争。其次是要用好课堂教

学主战场，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建立互帮互助的良

性竞争关系。正如夸美纽斯（Comenius）所说的那

样，班级教学，相对于个别施教，学生之间“可以相

互刺激，互相帮助”，“对于这种年龄的孩子，竞争

确是一种最好的刺激”。④ 在制度建设方面，2019
年 6月 23日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规定，要“从

严控制考试次数，考试内容要符合课程标准、联系

学生生活实际，考试成绩实行等级评价，严禁以任

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和排名”。⑤ 严格控制考试

次数，降低频繁考试给学生带来的学业和思想上

的负担，走出以考试主导教学的竞争怪圈，也可适

当减少因学习竞争问题给学生带来的烦恼。

3. 竞于道德：学习竞争观的价值追求

韩非子曾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

当今争于气力”，这三句话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竞

争形态的精当概括。张培锋主张可以将韩非子所

提出的三种竞争形态做次序的调整，其中“竞于道

德”是竞争形态的最高境界⑥，它的含义是：“现代

社会竞争应当建立在道德的前提下，以公平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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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41页。

④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39页。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光明日报》2010年 7月 9日，第 1版。

⑥ 张培锋：《竞争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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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基础，以诚信与合作为基本方式，以有序性和

有限性为基本准则。”①

《管子·霸言》有言曰：“合则强，孤则弱。”朱光

潜先生认为，“一个人如果常有团体合作的训练，

在学问上可以免偏陋，在性情上也可以免孤僻，他

会有很浓厚而愉快的群的意识，他会深切地感觉

到：能尽量发挥群的力量，才能尽量发挥个人的力

量。”② 互助论伦理思想的代表者——克鲁泡特金

的《互助论》一书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的伦理思想，

即“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则”是包括人类

在内的一切生物的进化法则。③ 由此可见，以合

乎道德的方式开展学习中的竞争活动，是促进教

学活动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纵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竞争问题，

笔者认为，学习者多半只是将竞争视为目的，而并

未将之视为促进个体进步的积极推动手段，正因

为如此，才会出现一些过度竞争甚至不当竞争的

情况。从一个人漫长的成长历程来看，得与失的

关系往往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二者之间具有相对

平衡性。学友间的竞争关系如果能使学生各尽其

才，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全面调动学习积极性，那

么这种竞争关系与氛围就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积

极的促进作用。总而言之，合作与竞争作为学习

过程中的一对矛盾，需要得到妥善处理。处理得

好，则有利于实现学友间的双赢；处理不好，则很

可能造成两败俱伤。

Moral Anomie and Norm in Learning Competi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thics

CAO Zhoutia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Research Institute，People’s Education Press，Beijing，100081）

Abstract：：Students’moral anomie behavior in dealing with the competition of learning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private pos‐
session of public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self-clo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theory，the selfish psychology of learners in
the face of learning competition often takes the interests originally shared by the collective as their own，and the closed mentality
tends to exclude the peer group from the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tilitarianism，moral anomie in learning competition will
disturb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induce vicious compet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ontology，learners’motivation for and
means of the creation of vicious competition lack legitimacy，and the egoism reflected in their behavior violates the moral princi‐
ple of collectivism. We advocate the concept of“competition in morality”and realize common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Therefore，learner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mpetition with an open and inclusive mind，and schools and society should
create a learning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healthy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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