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教育友爱

王正平

摘 要：教育友爱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伦理规范。当下中国教育中友爱精神的严重缺失，正危及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影响师生身心健康，损害着教育根本价值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教育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冷漠和友爱

精神的缺乏，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应当大力倡导和重建新时代教育友爱精神。中外伦理史上许多思想

家、教育家的友爱思想，为我们深刻认识友爱在教育生活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教育友爱有

其特定的道德规定性。教育友爱的伦理特征表现为：它是教育中的高尚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和

当事人把自己和他人同时当作目的，而不能仅仅当作工具；它是人们的交互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

积极建构相互之间的友好互爱关系；它是教育场域的普适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心存爱心，努力建

构充满爱心的教育生活环境。教育友爱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和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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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既是人的一种重要德性，又是调节人与

人关系的一项重要道德规范。人类的教育活动应

当是充满友爱精神、培养人的友爱品质的场域。

但是，在当下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道德生活中，在

相当程度上缺少了极其重要的教育友爱精神。究

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中国教育友爱精神的缺

乏？中外思想家如何论述友爱的重要性？什么是

友爱和教育友爱？教育友爱对于教育和教学活动

具有什么重要的价值？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一些

理论联系实际的探讨。

一、当前中国教育友爱精神缺失的

原因及重建的重要

教育工作是一项需要爱、需要弘扬人际友爱

精神的伟大事业。中国教育家夏丏尊先生在《爱

的教育》序言中写道：“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

情，就是爱。”① 德国教育家雅思贝尔斯则进一步

指出：“爱是教育的原动力。”② 中国当代人民教育

家于漪也强调：“教育是一门爱的事业，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③ 教育活动是人类文明的表征，原本

就应当是充满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的地方。教育

工作需要爱来驱动，教育人际关系需要友爱精神

来建构。但是，当我们审视当今中国各级各类学

校中的人际关系时，不难发现，由于社会的变迁，

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生活的变革，在学校

这样最需要有人文友爱精神的地方，正在出现一

种令人失望的道德冷漠。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部分学校、一部分教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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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教师与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相互缺乏尊重和

关爱之心，私利优先，感情疏离，善意不足，相互提

防，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或道德认知差异，常常是情

绪对立，互不理解，行为极端，不讲宽容，尊师爱生

的优良传统受到挑战；教师与教师之间，心理隔

膜，自我封闭，看重实利，缺乏情义，竞争过度，协

作困难，互重互助的团队友好精神正在消解；教育

工作领导者与普通教师、学生及家长之间，自我为

重，迷信权力，互不理解，没有信任，习惯算计，友

善不足，彼此缺乏真诚的敬重、理解和爱心，常为

了日常小事弄得双方内心受伤，有的甚至失去道

德控制，发生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当下教育友

爱精神的缺失，正严重危及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影

响师生身心健康，直接损害教育根本价值目标的

顺利实现。

当前中国教育人际关系中道德冷漠现象的产

生和友爱精神的缺乏，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

其一，现代社会“个体化”的发展进程，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教育活动中的个人自我意识，消解

了对集体和他者的关怀、友爱重要性的关注。按

照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社会“个体化”

的突出表现是每个群体从自我身份的“承受者”向

“责任者”转变。每个个体成为自我负责、自我认

同的主体，从而也成为自我权利和责任的承担者。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入发展，社会“个体化”满

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个人价值、个人选择和个人

自由的要求，激发了全社会每个个体的创造活力

和热情，从而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容

易带来社会道德层面关注自我、忽视群体、人性冷

漠、身心失衡等问题。在这个社会“个体化”背景

下，中国教育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必然受此影响。

从教师个人角度而言，不论是教师集体中的人际

关系，还是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都是“自我”

与“他者”的关系，个体要自我负责，首先要经营好

“自我”，而“他者”在一定意义上都只是临时交往

的“陌生人”或者“异乡人”，只能保持距离，互相疏

离，难有亲密和信任可言。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

教育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育人际

关系，教育“个体化”发展进程如果不重视伦理道

德引导，在客观上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和道

德情感的冷漠。

其二，中国的经济教育体制改革在客观上把

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领导者转变成独立的

教育利益和教育责任的承担者。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这种改

革的利益调节的根本方向是保持国家、集体和个

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但是，在教育改革过程中，

与过去相比较，教育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利益放在

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教师集体中，教育劳动和

利益分配“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现象已从根本

上打破。利益分配的差异和激励机制，容易引起

教师与教师个体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在师生关系

中，教师与学生及家长之间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

师道尊严的依从关系，而是独立、平等、不同利益

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教育和教学中的正常矛

盾，一旦处理不好与教育整体利益的关系，便会造

成师生关系的紧张和对立。普通教师与教育工作

领导者之间，由于各自的职责不同和利益差异，在

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也容易引起人际关系不和谐。

其三，教育管理中有某些急功近利和个人主

义导向，损害了教师集体和师生关系的一种良好

的道德氛围。我们应当冷静地看到，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中国教育改革中某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导

向，已成为直接破坏教育中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

因素。从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层面看，中国各级

各类学校在教育质量和人才队伍的评价上，唯分

数、唯升学、唯论文、唯项目、唯帽子现象严重。不

少教育工作管理者，追求个人政绩，官僚作风严

重，对教师和学生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指标和要

求。所制定的一些激励政策，主要着眼于师生中

的个别人、少数人，实际上是在鼓励个人主义。从

教师集体层面看，在一些教育急功近利政策的刺

激下，一方面每个教师意识到了自己所承担的教

育和教学责任，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自己与其

他教师个体间存在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由于受到

个人物质利益的直接钳制，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容

易受到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强化个

人绩效观念，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淡化，利益压倒

情义。从师生关系层面看，存在忽视立德树人、教

书育人的错误教育价值导向，很容易造成教师把

学生当作自己创造教育和教学业绩的工具，学生

和家长也把教师当作提高成绩、考好大学、找好工

作、能赚大钱的工具。师生之间原本应有的道德

友善、人际友爱、精神和谐，被许多冷冰冰的考试

成绩、实际利益损害。

其四，新技术革命驱动的教学和人际交往的

数字化趋势，导致教育和教学中人际交往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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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人情弱化。爱德华·麦克卢恩指出：“任何技

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当代计算机

信息与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对人们来

说还是陌生的人类生活新环境。① 就新技术如在

线教学、云课程、微信群、互联网会议平台等在教

育活动中的广泛应用而言，一方面，现代化的教学

和信息沟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和沟通

效率；另一方面，它也减少了教师与教师、教师与

学生、普通教师与教育工作领导者面对面的直接

交流机会。新技术的过度和不恰当应用，也造成

了教育人际关系的淡化和冷漠。

应当看到，在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教育变革

的进程中，教育人际关系的改变和道德面貌的变

化不可避免。但是，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发展，

不能偏离教育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当前教育活

动中道德冷漠和友爱缺失问题的治理，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道德进步，需要教育物质条件和教育政

策制度的不断完善。然而，从教育伦理道德的角

度看，道德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如

同马克思所说，道德是以“精神—实践”的方式把

握世界的。② 治理目前中国教育人际关系的冷漠

和友爱缺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教育领域正确道

德价值观念的思想引领。大力倡导教育友爱精

神，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不可或缺的“支持性

资源”。

教育是人类承继文明、培养社会新人的伟大

事业，是心灵与心灵、情感与情感、智慧与智慧、德

性与德性交流互动的过程。无论社会怎么发展，

学校怎么改革，科技怎么进步，教育教学活动都需

要正确的道德价值理念的引领，需要所有教育活

动参与者具有高尚的友人之心、爱人之德。教育

友爱是建构现代教育良善人际关系的根基。在这

价值多元、利益纷争、人各自顾的教育现实生活

中，大力倡导基于善良人性和高尚道德的友爱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教育活动中的每个人迫

于生存环境压力，盲目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讲

善良人性、人际友爱、高尚爱心，不弘扬人文精神，

只讲赤裸裸的自我利益、个人奋斗，陷入道德冷

漠，人心隔膜，互相争斗，任何良好的学校教育都

不可能产生。只有让人们深刻认识培养友爱德性

的重要，积极倡导师生及家长、教育工作领导者践

行友爱之德，才能鼓励、引导人们借助伦理道德的

伟大精神力量，用爱心约束利己心、用同情心替代

冷漠心、用善良心治愈自私心，建构和谐美好的人

际关系。立友爱之德，树有爱之人，才是合乎德性

的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

二、中外伦理学视域中的友爱思想

友爱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人与人

交往生活中的善。友爱是引导人们在思想和行为

上趋向善的道德品性和行为规范。认真总结和梳

理中外伦理史上的一些重要友爱思想，有益于我

们深刻认识友爱在当今社会和教育生活中的重要

价值。

1.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友爱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友爱一直是重要的行为

准则和道德品行。在汉语中，“友”有“亲近相爱”

“结交”“协助”的意思。在甲骨文中，“友”由两个

向着相同方向相互交织的“习”字组成，“二人而如

左右手也”“二又相交”，即二人像左右手一样相互

依赖、相互扶持。“友”字的本义是互助、友爱。

“友”，乃志趣相同、彼此交好的人。《周礼·地官·大

司徒》称：“联朋友。”郑玄注：“同师曰朋，同志曰

友。”在《易经》中，朋友被视为财富或者好运，看作

具有帮助人们摆脱厄运、脱离险境的力量。如“大

赛，朋来”（《周易·赛卦》），意指处大难、大险之时

志同道合者相聚相助之意。“爱”是指待人或物的

深厚真挚感情。《礼记·礼运》载：“何谓人情？喜、

怒、哀、惧、爱、恶、欲。”爱含有“仁惠”（《史记·郑世

家》：“爱，惠也。”）、“喜欢”（《论语·颜渊》：“爱之欲

其生，恶之欲其死。”）、“仰慕”（《鹖冠子·能大》：

“圣者，贤之爱也。”陆佃解：“爱，猶慕也。”）、“爱

惜”等意思。《康熙字典》释“爱”曰：“又亲也，恩也，

惠也，怜也，宠也，好乐也，吝惜也，慕也，隐也。”爱

表现为发自内心的喜欢、关心、亲近、爱惜、付出和

给予的真挚情感。中国传统友爱思想的一大特点

就是，友爱是双向的、相互的，是“互惠精神的模范

表现”。“友者，所以相有也。”（《荀子·大略》）友爱

是相互保有，单方面的保有并不构成友爱。同时，

这种相互性的要求并不是一种对等的交换，而是

通过相互性的互动来维持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和友

爱之情。正如《诗经·卫风·木瓜》所谓：“投我以木

瓜，报之以琼据。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①王正平：《生态、信息与社会伦理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78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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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道德范畴和

行为规范。千百年来，中国许多著名思想家高度

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且论述了友爱的重要

而丰富的道德内涵。如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原

则来倡导友爱。《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孔子倡导人们应当由“爱人”而“泛爱

众”。“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泛爱众”是

要求人们普遍地博爱众人，倡导人与人友爱相处，

讲“忠”“恕”，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

渊》）。孔子的友爱思想是要求人们从“仁”的道德

理念出发“爱人”，由“亲亲”即孝敬父母、爱护亲

人，进而“泛爱众”，实现“亲仁”，并通过“忠恕”实

现爱人的目的，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尊

重、宽容和友爱。

墨子以“兼爱”为道德旗帜来阐述友爱。他倡

导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反对自私自利的

争斗。他的“兼爱”思想的基本含义：一是视人若

己，爱人若己。墨子强调，要做到“人与人相爱”

（《墨子·兼爱中》），就要“爱人先爱其身”（《墨子·

兼爱上》），如此才能创造“天下之人皆相爱”（《墨

子·兼爱中》）的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二是爱别

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墨子·兼爱中》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

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墨子看来，爱自己与爱他

人是统一的，并不矛盾。能够处处为他人着想，关

爱别人，那他必定能够得到别人的关爱；在利益面

前，能考虑和照顾到他人的利益，那他必定也能够

得到别人的利益关照。墨子的友爱思想要求人们

从“兼爱”的道德理念出发，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

争斗，重视自我与他我的利益统一，追求人与人之

间的亲善、互助、道义与和谐。

孟子以“人性善”为道德原理来张扬友爱。他

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原本应当是容易互相善

待、友好相处的。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各种利益矛

盾和冲突时，要“去利怀义”“存心养性”，如此才能

保持人际的友善。他把“四心”即“恻隐之心”“羞

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视作人具备的“四

德”即“仁”“义”“礼”“智”的道德心理基础。《孟子·

公孙丑上》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有了“四心”“四德”，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相

互友爱的道德关系。孟子把人际友爱看作是“推

恩”的过程。“推恩”就是人们把血缘亲情之爱扩充

推广到邻人和其他人身上。《孟子·梁惠王上》说：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

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很

深刻地揭示了友爱思想、“恻隐之心”等道德心理

机制，以及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友情从家庭亲

人推广、延伸到其他人身上的生动过程和辩证

关系。

近现代以来，中国不少思想家关注友爱在道

德生活中的重要性。李泽厚先生认为，道德是人

性能力+理性的产物，人性能力与正面的人性情感

（爱、同情、恻隐之心）结合在一起，使作为理论律

令、意志力量的人性能力有可实现的道路。他说：

“在一般情况下，各个社会、时代以及宗教、文化并

不要求每个个体时刻牺牲自己，即并不以违抗个

体生存避苦求乐的情感自然要求为准则，从而情

感如‘同情心’、‘恻隐之心’、‘爱心’、‘共感’（设身

处地）便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遵循伦常次序的道德

行为的重要动力。”① 他指出：“培育肯定性情感

（爱、恻隐之心）并以此作为善的观念的基础，也正

是为了人性能力得到良好的实现。”② 人与人之间

的友爱是良善的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伦理道德。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伦理友爱思想要求人们

从善的人性情感出发，恪守仁义，仁者爱人，推己

及人；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好、爱人如己，相互

恩惠、彼此照顾，相互亲近、和睦共处。中国传统

友爱思想包含着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德性和智

慧，能够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和阐释友爱和教育

友爱提供伦理认知。

2. 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友爱思想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较早对“友爱”（philia）进行过研究。他在《辞

学》里对“友爱”下过著名定义，即“我们可以把对

于一个人的友爱情感描述为替他想往我们认之为

善的事物，是为了这个人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并

根据我们的能力尽量这样去做……朋友是共享我

们的欢愉并且分担我们的痛苦的人”。③ 朋友就

是所有给我们以快乐的外在善中最大的善。如果

德性需要外在的善来实现幸福，那么首先需要的

①李泽厚：《伦理学纲要》，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67页。

②李泽厚：《伦理学纲要》，第 169页。

③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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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友爱。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用两卷的

篇幅来论述友爱，认为它对城邦建设和个人幸福

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

种德性。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因

为，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

朋友的生活”。① 他认为，友爱的产生和维持有四

个基本条件：彼此的善意、双向性互动、相互的认

知和共同生活。一种友爱关系的确立，有赖于我

们真心祝福并尽力协助朋友获取我们认为是善的

事物，相互之间能够彼此了解，互惠互助、分享快

乐和痛苦。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友爱。他指

出：“只有可爱的事物，即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

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② 相对应于善的、令人愉

悦的和有用的三种可爱的事物，有善的友爱、令人

愉悦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相互的爱可以由这三

种之一而发生，互为对方知晓，且希望对方好。“出

于对每一种可爱之物的尊重，爱是相互的，能被对

方识别的；也是出于这种尊重，人们彼此相爱，进

而都惟愿对方过得好。”③ 但是，人们基于“令人愉

悦”和“有用”的而互爱，并不是因为对方本身之

故，而是为了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而爱，因此这两

种友爱是有偶然性的，且一旦哪一方有所变化，相

互间不再提供快乐或有用，双方的友爱就会破裂。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好人之间的友爱就是友爱

自身，其他种类的友爱则只是偶然性意义上的友

爱，“完善的友爱是好人和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

的友爱”。④ 只有好人之间出于善的友爱才是真

正善的、有益的。这不仅是因为处于这种友爱中

的双方都具有好的德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

友爱之中还存在一种高贵的意愿，它指向那个自

身就是善的目的本身，这个目的就是幸福的、高贵

的生活。“那些因朋友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人才

是真正的朋友。因为，他们爱朋友是因其自身，而

不是由于偶性。”⑤ 因为德性是一种恒久的品质，

所以这样的友爱是最自然且持久的。这样的友爱

很珍贵，并且需要时间来相处，以形成共同的习惯

和道德。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新约》对西方社会友

爱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新约》倡导“邻人

之爱”，强调“爱你的邻人”。这里说的“邻人”，是

指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发生某种关联的人。爱人

如己，是要求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基督教

以上帝的名义要人们“彼此相爱”，同时“有彼此相

爱的心”。⑥《新约》提出了“道德金律”（Good Rul⁃
er）：“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⑦ 这个道德金律体现的友爱原则

和伦理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英国伦理学家休谟对友爱道德进行过重要阐

述。他认为友爱是人类的美德之一，具有最高的

道德价值，他指出：“这样一些语词如‘友善的’、

‘性情善良的’、‘人道的’、‘仁慈的’、‘感激的’、

‘友爱的’、‘慷慨的’、‘慈善的’，或与它们意义相

同的那些词，在所有语言中都是众所周知的，普遍

地表达着人类本性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⑧他高

度赞扬人们的友爱精神说：“没有什么品质比慈善

和人道，友谊和感激，自然感情和公共精神，或凡

发端于对他人的温柔同情和对我们人类种族的慷

慨关怀的东西，更有资格获得人类的一般善意和

赞许。”⑨ 他认为，友爱是仁爱道德原则的具体表

现，具有公共善的道德倾向，“尊敬公共善的倾向，

尊敬和平、和谐、社会秩序的倾向，通过影响我们

内在的仁爱原则，似乎永远使我们站在社会德性

一边”。⑩

德国哲学家弗洛姆专门探讨了建立人际友爱

过程中发挥主体积极性的重要性。他认为，“爱是

对我们所爱的生命和人或物成长的主动关注。缺

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 2018年版，第 248—249页。

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252页。

③《西方大观念》，陈家映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7年版，第 822页。

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254页。

⑤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255页。

⑥《新约·约翰福音》，第 13章。

⑦《新约·马太福音》，第 7章。

⑧休谟：《道德原则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第 28页。

⑨休谟：《道德原则研究》，第 30页。

⑩《西方伦理简史》，第 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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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这种主动的关注，就不是爱”；① 并且指出，“爱

是一种主动能力，一种突破把人和其同伴分离开

来的围墙的能力，一种使人和他人相联合的能力；

爱使他克服了孤独和分离的感觉，但也允许他成

为他自己，允许他保持他的完整。在爱中，矛盾出

现了：两个人变成一个，而又仍然是两个”。② 他

认为，爱或友爱的主动性总是包含着一些基本的

道德因素，“这些因素在爱的所有形式中都存在

着。它们是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③ 弗洛姆

认为，成熟的爱或友爱与共生性融合恰成对照，它

是在保存人的完整性、人的个体条件下的融合。

爱或友爱的本质是主动的给予，而不是被动的接

受。爱或友爱，就是“给予自己的生命力、给予自

己的爱的能力，亦即以自己的生命力去激发对方

的生命力，以自己的全身心的爱的能力去引发另

一个人的爱的能力。爱，是生产爱的能力”。④ 弗

洛姆这些关于友爱的阐述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人的基本动机和需要

视角，探讨了爱和人际友爱对满足人的发展和自

我实现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基本动机和需要

及其满足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的基础的、最重

要的、唯一的原则”。⑤ 他把人的基本需要划分为

五个层次：（1）人的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

属和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

要。此外，还有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高级需

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它的追求与满足导致

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所谓自我实

现，即人的天赋、潜能、才能等人性力量的充分实

现，也就是成为他所能成为的存在。马斯洛对友

爱思想的重要贡献是把它概括为人的基本的“爱

的需要”，并把它看作是“独立性需要”。他指出，

只有在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的爱的需要得到

满足之后，才能进入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

的人具有一种深刻的、需要性的爱之情感，它是

“存在爱”（being love）。这种爱不是占有性的，而

是喜欢性的。它是内在的快乐，本身是目的而不

是手段。它充满神秘和美感，纯真而有益健康。

它是给予性的，深入人心，体谅别人，直至全人类。

美国现代伦理学家弗兰克纳把基督教教义

“要爱人如己”的友爱思想看作是西方社会广为人

们接受的道德原则，并把它称为“爱的伦理学”。

他指出：“这种伦理学认为只有一个基本的伦理规

则——要爱，并且认为所有其他规则都导源于

此。”⑥ 弗兰克纳认为，这种爱的伦理学是一种博

爱主义，要求人们在所遇到的每一个情况中直接

地、单独地应用爱的戒律，选择最能够体现爱的行

为方式。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爱人如己，是文明

社会不可或缺的最高道德。他强调指出：“人们可

以承认爱的戒律并非是唯一的道德形式，但它却

是一种单独的、充分的道德，事实上，是唯一充分

的或最高形式的道德。”⑦

总之，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友爱思想，强调以求

善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友爱关系的最高目的，以爱

求善；倡导友爱是文明社会的最高道德，人们要爱

你的邻人，彼此相爱；爱人并与人友好相处，是人

的一种内在基本需要，是人的积极主动能力；人有

完善的友爱，人际和谐，才能精神愉悦，生活幸福。

西方伦理思想中这些丰富而深刻的友爱思想，同

样能为我们今天深入认识重建友爱和教育友爱提

供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三、教育友爱的道德内涵及其伦理特征

教育友爱是教育伦理道德体系中的一项重要

规范，具有其特定的道德规定性，在教育活动中具

有其他因素不可取代的作用。

1. 教育友爱的道德内涵和要求

在现代教育活动的教育伦理规范体系中，“教

育仁爱”和“教育友爱”这些道德范畴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都是论述教育中的爱的现象、本质和规

律的。从理论上说，“教育仁爱”是教育伦理的重

要道德原则，主要是一种较为抽象的、形而上的道

德价值理念，是作为教育活动主体的教师的一种

善的伦理道德信仰，以及在爱的理念和信仰指导

下的实践。“教育友爱”则是在“教育仁爱”道德原

则指导下，所有教育活动参与者都应当遵守的具

①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工人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7页。

②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第 22页。

③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第 26页。

④ 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第 50页。

⑤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51页。

⑥威廉·K. 弗兰克纳：《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19页。

⑦威廉·K. 弗兰克纳：《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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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什么是教育仁爱？“教育

仁爱本质上是基于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道

主义精神的社会仁爱道德在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具

体体现。教育仁爱作为一种高尚的教育伦理诉

求，一方面要求国家和社会以普遍的仁爱精神，为

每个教师和青少年学生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教育政

策，物质条件和设施，关爱每个青少年学生的全面

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学校的教师以仁义慈爱之心

善待每一个学生，既在教育和教学工作中，真诚地

同情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关爱学生，又重视

在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对学生施以充满教育理智的

教育专业之爱，做到爱有目标，爱有分寸，爱有智

慧，爱中有严，爱中有规，爱有方法，爱有艺术，遵

从教育规律，从每个学生的特点出发，为学生一辈

子的幸福生活着想，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发展真

正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①

那么，什么是“教育友爱”？“教育友爱”是指教

育活动中所有行为当事人之间的友好互爱。“教育

友爱”是在“教育仁爱”这一教育伦理原则指导下

产生的一项教育伦理道德的重要规范。“教育友

爱”规范是教育仁爱原则的具体细化和展开，它要

求教育和教学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包括教师、学

生、家长和学校教育工作领导者，弘扬仁爱精神，

善待他人，爱人若己，富有爱心；在教育活动共同

体中努力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

相同情和互相关爱；以知求爱，以爱求善，以善求

德，以人类高尚美好的爱人之心和友爱之情克服

个人狭隘的自私观念和对他者的道德冷漠，努力

用博大的爱心建构亲密融洽的教育人际关系，积

极营造和谐温馨的道德氛围，为教育活动和人的

全面发展创造完善的精神家园和伦理动力。

2. 教育友爱的伦理特征

教育友爱作为一种教育之爱，有自己显著的

伦理特征：

其一，教育友爱是教育中的高尚之爱，要求教

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和当事人把自己和他人同时

当作目的，而不能仅仅当作工具。康德指出：“不

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

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②每个教

师、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领导者，不仅要爱自己，

把自己当目的，通过参与教育活动发挥自己的主

体积极性，长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创造个

人的事业成就和人生幸福，而且要同时爱他者，把

他人当目的，在教育活动中，以智求善，善待他人，

努力促进他人的成长、发展、完善、成就和人生幸

福，不能仅仅把他人当作自己实现利益和目标的

工具。教育友爱是教育活动中的高尚德行，是目

的与工具的统一、自爱与爱人的统一。教育友爱

超越了作为教育活动主体的个人的狭隘的自我之

爱樊篱，走向爱教育活动的全体合作者的、更为普

遍博大的爱。

其二，教育友爱是人们的交互之爱，要求教育

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和当事人积极建构相互之间的

友好互爱关系。教育仁爱和教育友爱都是倡导教

育之爱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教育仁爱是一种教育

职业活动中克己奉公的道德信念和价值尺度，它

倡导的是一种超越自我利益的伟大利他精神。教

育仁爱倡导教师对学生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这种

爱高尚而伟大，理想而美好。但是，教育仁爱精神

的道德引导指向常常是单向度的，如积极要求和

倡导教师要热爱学生，关爱学生，不同时理直气壮

地要求学生要热爱教师、关爱教师，这就使它在教

育实践中缺少可持续的道德激励机制。如前所

述，教育友爱是在教育仁爱原则指导下产生的重

要道德规范，是全体教育活动参与者应当共同遵

守的道德规范和具体要求。教育友爱不是一种单

向度的爱，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爱；不是过于理想

化的爱，而是基于现实的善良人性的教育之爱；不

是当事人双方情感失衡的爱，而是共同体中和谐

美好的教育之爱。唯有这样的友爱，才能使教育

中的爱如源头活水，川流不息，又催人上进。教育

友爱，既倡导教师爱学生，也倡导学生爱老师。师

生之间的友爱，只在教师与学生彼此对对方怀有

爱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师生只有在彼此互爱中

才能连接成道德精神纽带。师生之间的真诚友

爱，是师生提升自我人格、挖掘自我潜能、升华人

生境界的重要道德激励因素。恰如雅斯贝尔斯所

说：“为了实现人的最大潜力，爱只会在相同的水

准上与爱相遇；爱在与爱的交往中而成为自己。

升华、实现潜能、成为你自己是爱的三个维度，同

时又是爱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不可分割和不可缺

少的部分。”③ 我国的一位全国优秀教师在总结自

①王正平：《教育仁爱：教育伦理的一项基础原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 5期。

②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3页。

③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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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人生体会时指出，教师对学生的爱会造成学

生对教师爱的回流，正是师生之间这种爱的流动

成为他自己在教学生涯中扬帆远航的精神动力。

教育仁爱具有神圣的道德精神召唤力，而教育友

爱更能够激励现实的道德光华。

其三，教育友爱是教育场域的普适之爱，要求

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心存爱心，努力建构充满

爱心的教育生活环境。每个教育活动的当事人应

当从自己的身份特点出发，爱人有道，友善他者，

关爱他人，美美与共，和谐共荣。别林斯基指出：

“爱应该是教育的工具，又是鉴别教育的尺度，而

教育的目的是人道。”① 在教育友爱精神家园的建

构中，教师和教育工作领导者首先具有道德上的

责任。教师和教育工作领导者应当是校园生活中

的“爱的天使”，要首先做到热爱学生，关爱学生，

尊重家长，与学生和家长平等友善相处，以爱心唤

醒爱心，以善良启迪善良。学生和家长则应当是

学校“爱心家园”的主动创造者和建构者，努力做

到热爱教师、尊重教师、理解教师，与教师和教育

工作领导者互尊互重，友好相待。教育活动中，人

人都献出一份爱，校园就会变成爱心洋溢的美好

精神家园。

四、教育友爱的教育价值和道德价值

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友爱作为一种“支持性的

道德资源”，有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和道德

价值。

第一，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建构和谐的教育

人际关系。现代学校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

利益与精神和谐基础上的。教育利益和谐，主要

是依靠国家制定和实行公正合理的教育制度、教

育政策、教育利益分配机制来支撑，同时，也依靠

进步合理的伦理道德来协调。教育精神和谐，主

要借助人们科学进步的人生信仰、价值观念和道

德理念支持。教育友爱是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

伦理道德精神。“道德是一种善的信仰，它要求人

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考虑和照顾到社会和

他人的利益；道德是一种价值尺度，它要求人们在

行为活动中倾听理性的呼声；道德是一种时代精

神，它要求人们以与时代发展契合的精神气质，奋

发有为地开拓新生活。”② 教育友爱的核心要义

是，要求人们在教育活动中面对各种实际利益纷

争以及追求自我教育利益时，考虑和照顾到社会

和他人的教育利益，与人为善，为所有教育活动参

与者的利益着想，追求教育利益的均衡合理和教

育的“共同善”。对每个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工

作领导者而言，教育友爱是一种道德上的内心召

唤，同时为他人着想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和智慧。

只有人人为教育活动其他参与者的利益着想，心

中有爱，行为有善，有情有义，才能建构和谐美好

的教育人际关系。

第二，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师生之间心灵亲

近和谐，提高教育教学工作效果。教育活动是人

与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层面互相交融、沟通的过

程。罗素指出：“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

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③教师

的“教”与学生的“学”需要创建人际友爱的道德心

理背景，如此才能改善和提高教育教学活动的绩

效。常言道，“亲其师，信其道”。在著名的教育心

理学实验中，教师热爱学生，信任学生，师生关系

友善，能够产生正向的“皮革马利翁效应”，就说明

了这一点。无数教育实践证明，如果教师对学生

缺乏关爱之心，学生对教师缺乏尊重友爱，师生之

间相互道德关系冷漠，内心猜忌和疏离，在道德情

感上相互对立和冲突，那么教育和教学工作就会

陷于危机和灾难中。一方面，在道德情感上，面对

处于与教师相对抗状态下的学生，即使教师讲的

是金科玉律，也难以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学生由

于感受不到教师的善意和关怀，产生内心的不安

和痛苦，而教师也由于不能体验到学生的尊重和

善待，产生心里的焦虑和挫折，这使师生双方都受

损。没有教育友爱，教育教学过程就会变成冷冰

冰的公务关系；有了教育友爱，教育教学过程就会

变成互有人情的道德脉动。雅思贝尔斯指出：“爱

是教育的原动力。”④ 教师只有尊重学生、亲近学

生、关爱学生、信任学生，和学生建立相互友爱的

道德关系，才能真正做好学生思想和专业上健康

成长的引路人，履行好自己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

崇高社会职责。同时，师生之间友爱关系的建立

①别林斯基：《新年的礼物》，载《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年版，第 412页。

②王正平等：《现代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84页。

③罗素：《教育与美好生活》，载《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流派论著选》，第 104页。

④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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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师生友爱本质

上是师生互爱。“爱在彼此存在中实现，一个真实

的自我和另一个真实的自我在彼此互爱中联系起

来。这样，一切事物才能在存在的光辉中敞亮。”①

倡导师生友爱是当前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提高

教育教学工作效果的重要的道德上的“支持性资

源”。“师生之间的爱与互爱，触动着人内心最柔

软、最敏感、最重要的情感中枢，创造着人间最美

好的心灵感受和愉悦。”② 教育中的爱，是教育天

地中不可须臾离开的阳光、雨露和春风，哺育和滋

养师生内心的善意、美好和快乐。有了教育中的

爱，学生的学习生活才有无限的开心和欢乐；有了

师生互爱，教师的职业生涯才有无限的欣喜和

幸福。

第三，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创建教师集体内

部的团结一致，提升教育职业劳动的效率和精神

愉快度。教育劳动是一种各学科之间教师相互协

调一致的集体协作过程，教师之间友好的道德关

系是教育和教学工作的促进因素。马卡连柯指

出：“同一个学校里的老师，彼此之间不仅在学校

里应当维持友好的关系，而且要变成朋友。”③ 中

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指出：“教师之间要团结无

间，互相配合。”④ 健全的教育和教学工作需要教

师集体中的每个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配

合，互相支持，互相友爱。在教育目标和教学措施

上协调一致，才能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反之，如

果教师之间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自我优先，不顾

他人，文人相轻，忽视集体，就会对教育和教学工

作造成损害。在教育职业活动中，教师集体人际

友好关系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教育劳动生产力。

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它不仅创造着知识和技能

的价值，而且创造着有益的精神道德价值。教师

中的友爱，能使每个教师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灵

的友善、亲和与美好，体验到教师集体的温暖和力

量。在友爱的教师集体中，教师的个体在面对职

业和生活的压力时，能在其他教师和集体的关爱

中，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内心的孤独、痛苦、无助和

难以忍受的焦虑，克服眼前的困难，获得专业和精

神上的成长。友爱的教师集体，是教师精神愉悦

的心灵家园。

第四，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教育工作领导者

与师生之间的互助互信，以及创建教育生活的道

德共同体。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领导者，如

校长、院长、教导主任等，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

由于掌握着一定行政权力，通常在与普通教师、学

生的关系上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其是否重视主动

建立与师生的友好关系尤为重要。苏霍姆林斯基

指出：“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善意、热忱、友爱——

这是必须加以珍惜的道德财富。”⑤ 如果一个学校

的教育工作领导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官僚作

风，以权压人，对待师生冷漠粗暴，没有仁爱之心、

友爱之情，就会引起广大师生内心的不满和抗拒，

破坏学校共同体的道德和谐，使教育教学工作陷

于被动和失败。不爱师生的校长不是好校长。教

育工作领导者应当以德为先，以身垂范，善于尊重

师生，关爱师生，依靠师生，与广大师生建立平等、

民主、友好的人际关系，如此才能为学校创建一个

充满爱心的道德共同体，为学校的教育发展和师

生的共同成长奠定道德之基。

第五，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立德树人，培养广

大青少年学生的爱心，推动全社会人际友善。教

育的本质是用人类的良善道德引导人性，培养人

的爱心。当前，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青少年一代

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人

缺乏爱心。在贫富差距拉大、利己主义横行、拜金

主义肆虐、道德冷漠普遍存在的社会背景下，学校

在教师、学生和教育工作领导者生命共同体中大

力倡导教育友爱，对于培养师生员工和广大青少

年学生的同情心、恻隐心、仁爱心、人道互助精神，

具有特别重要的道德价值。苏霍姆林斯基呼吁：

“爱人吧！对人的爱是你的道德核心！应当这样

生活，让你的道德核心健康、纯洁、强大无比！”⑥

教育中的友爱精神对学生的道德精神成长有直接

的熏染作用。师生之间的友爱能够让青少年学生

获得活生生的、可感知的心灵体验，是能够激励师

生共同成长的崇高精神动力。C. S. 路易斯指出：

“友爱是最令人愉悦、最具人性的爱，是生命的冠

①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 93页。

②王正平：《教育仁爱：教育伦理的一项基础原则》。

③马卡连柯，《论共产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年版，第 215页。

④王正平：《听叶圣陶谈师德》，《上海教育》1983年第 11期，第 39页。

⑤苏霍姆林斯基：《培养集体的方法》，安徽出版社 1984年版，第 255页。

⑥苏霍姆林斯基：《青少年心灵美的培养》，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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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培养美德的学校。”① 仁爱和友爱是一切社会

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教育友爱是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崇高伦理道德精神，要让世界充

满爱，首先要让教育活动充满爱。学校和教师要

高扬友爱德性，创建友善、互爱的人际关系。

On Educational Friendship

WANG Zhengping
Abstract：：Educational friendship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ethics norm. At present，the serious lack of fraternal spirit in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jeopardizing the normal order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affec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undermin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education. At present，the moral indifference
and the lack of fraternity spirit in the educatio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our country have its complicated economic and so⁃
cial reasons. We should vigorously advocate and rebuild the spirit of fraternity i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fraternity thoughts
of many thinkers and educators in the history of ethics at home and abroad provide useful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us to deeply un⁃
derstan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fraternity in educational life. Educational friendship is an important norm in the educational ethics
system and has specific moral stipulations.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fraternity are as follows. Firstly，it is the no⁃
ble lov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requiring all participants and parties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o regard themselves and others as
goals at the same time，not just tools. Secondly，it is the reciprocal love of people，which requires all participants and parties in⁃
volved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o actively construct a friendly and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Thirdly，it is universal lov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requiring all participants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o have love and strive to build a loving education liv⁃
ing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friendship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educational value and moral value.

Key words：：friendship；educational friendship；benevolence；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Western ethical thought；educa⁃
tional ethics；educational ethics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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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 S. 路易斯：《四种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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