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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学习化社会”1的理解误区 
——兼论哈钦斯“学习社会”思想的本质与特征 

吴 遵 民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要：随着“学习（化）社会”这一理念的逐渐推广和深入，目前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暴露出一些问题，如，

由于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欠缺和不够深入，已使这个术语有陷入理解的表面化及被“滥用”的境地。本文

通过对“学习社会”理念的来源、关注焦点以及所涉及到的教育课题的分析，试图对这一理念进行正本清源

的分析，以期在理论上能对“学习社会”概念的深刻内涵有一个更为清晰和准确的把握和界定。 

关键词：学习化社会；学习社会；哈钦斯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学习社会”一词，近年来已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而在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流传，其不

仅屡屡出现于各种专业论文和文献资料，而且也经常见诸于报刊杂志，甚至为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及一般社会民众所知晓。一言以蔽之，处在一个终身教育的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

变革，“学习社会”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及其着眼于人的终身发展的立场而对未来新型社会的

构建所倡导的理念，及由此而折射出来的巨大能量，已为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广泛关注和

重视。 

然而随着这一理念的逐渐推广和深入，现今所暴露出的另一令人担心的问题却是，由于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欠缺和不够深入，已使上述术语有陷入理解的表面化及被“滥用”的境

地。比如，近几年来由“学习社会”而派生出来的新名词、新概念比比皆是。诸如“学习化社区”、
“学习化企业”、“学习化家庭”、甚至于“学习化学校” “学习化个人”等等不一而足。笔者以为，

任何一个专门术语或概念的产生和形成，都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所决定的。换言之，一

定的理念，以及蕴含于这一理念之中的哲学思考或哲学思想，则是形成一个科学的，有生命

力的概念所不可或缺的源动力。因此，如果在缺乏思考，缺少深层理论背景的状况下衍生出

来的概念，则除了其具有新闻炒作的效应及可能对舆论造成误导之外，别无其它积极的意义。

上述由“学习社会”所引发的理解误区即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因此，为了正本清源，也为

了在理论上能对“学习社会”概念的深刻内涵有一个更为清晰和准确的把握和界定，笔者特撰

写此文，并以此求教于学界的同行和读者。 

二、欧洲古典教育思想孕育了“学习社会”理念的基础 

“学习社会”一词最早系由英文“Learning society”翻译而来。而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即是

美国的法律学者、教育思想家，30 岁时即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勃特 ·M·哈钦斯

（R.M.Hutchins）2。哈钦斯在其出版于 1968 年的一本题名为“ Learning Society” 3的专著

中，提出了“学习社会”的理念，由此这一术语流传于国际社会。除此以外，哈钦斯还由于在

1930 年——1945 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 15 年任期中，因率先对大学教育实行改革，从

而在美国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因此而备受世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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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钦斯最初对美国社会推崇并热衷于“机器技术文明”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职业

教育观给以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教育观不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因为教育的根本

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国家的繁荣”。他尤其针对上一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为了推

动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在美国兴起的“教育投资”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经济为目的而

培养人材，这实乃是教育的失误4。他主张对人的价值观和学习观进行变革，而这一变革的

最终目标就是创立“学习社会”。换言之，哈钦斯基于的是自古希腊以来流传于欧洲的注重人

文、讲求美好德性以及提倡智德体美和谐发展的欧洲古典教育思想家们的理念5，受此影响，

他提出了对人的教育应以“一般教养先行导入”的论说，而这一观点也颇受世人的注目。可以

说，“学习社会”的理论即是在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孕育和产生的。 

那么何谓“学习社会”？蕴含于这一概念之中的基本内涵又是什么呢？对此，哈钦斯曾作

过以下的论述：“所有全体成年男女，仅经常地为他们提供定时制的成人教育是不够的，除

此以外，还应以学习成长及人格的构建为目的，并以此目的制定制度，以及更以此制度来促

使目的的实现，并由此建立一个朝向价值的转换和成功的社会”6。简言之，哈钦斯认为，那

种简单地以为只要为所有的成人提供了范围广泛的教育机会的社会即是学习社会的看法显

然是肤浅的。同样，一个单纯教育制度发达的社会也不等于是学习社会。在这里，哈钦斯把

“教育——education”和“教育制度——educational system”严格地区分了开来。他认为教育

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谋取职业的能力，如果不把人性的培养放在首要的位置，并彻底改

变以往的传统价值观念，那么学习社会就谈不上建立。换言之，哈钦斯倡导的“学习社会”概
念的内涵是：以学习、达成及人格的形成为目的，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使所有现存的制度

能够发挥出一种作用，以最终形成一个能保证这一社会的全体成员为了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得

到最大限度发展的社会。一言以蔽之，着眼于对人，对人性以及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的培养

和实现”即是“学习社会”形成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三、“学习社会”论关注的焦点——余暇社会论和非教育投资论 

以上我们对哈钦斯倡导的“学习社会”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了简要的阐述。那么，哈钦

斯对“学习社会”的理念何以如此推崇，又何以对“学习社会”目标的实现寄与了如此之大的关

注呢？这是因为哈钦斯首先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将逐渐从劳动的桎梏中被解

放出来，从而进入一个充满余暇时间的社会。其次，人一旦生活在那样一种社会之中，他又

将如何去支配这些余暇时间则对人的自身发展至关重要。哈钦斯曾指出，如果上述“余暇社

会”一旦到来，那很有可能出现两种“极端”的状况；其一是人们虽然从劳动中获得了解放，并

拥有了充分自由的余暇时间，但如果不能有效地去利用，那将很可能使这些时间不仅白白地

浪费甚至还会给人带来困惑。以凯因茨（Keynes,J.M.）为代表的所谓悲观余暇社会论者即

持有这样的观点7。而与此相对的另一种状况是，当人类处在被劳动解脱出来的未来社会，

人们可以通过余暇时间的充分利用，去积极地从事使人的自身达到“贤、乐、善”的学习活动，

并由此实现“人生价值的真正转换”。而这又是以托因比（Toynbee.A.）为代表的乐观余暇社

会论者的见解8。哈钦斯无疑站在托因比的立场，并预言托因比所分析的“乐观余暇社会”的实

现将会成为可能。哈钦斯对此还强调指出，人们唯有处在那样一种个人拥有了充分可供自由

支配的余暇时间、并且由此去从事一种旨在提高自身教养的学习活动的社会，人类才有可能

真正朝着“贤、乐、善——to live wisely and agreeably and well”的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方向

转换。在这里，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马斯蒂埃(Dumazedier)的话来说，那种余暇并不

单纯是“休息”或用于“娱乐”，它还应着眼于“自我开发”9。显然，哈钦斯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他说：“从人类的本性来看，通过人的一生持续地进行学习活动是可能的。科学也已证明了

人类具有这样的能力。”10但他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这里所指的“学习”，并不是以获得经济上

的利益为手段并以功利为目的，“教育必须从单纯的职业获得和人材的养成中解脱出来”，其

目的也只有一个，即“朝向人生真正价值目标的转换和实现”，而这一真正价值就是哈钦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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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的“学习社会”理念的基本点——“贤、乐、善”。 

诚然，面对一个高度发展和变化剧烈的社会，职业训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哈钦斯并不

否定职业训练，也不反对为了获得职业的机会而接受教育的必要，但他认为这可以放在企业

内来进行，而不应该成为全社会的教育目标。 

实际上，关于涉及教育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在教育学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

决并颇具争议的焦点问题。比如历来的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具有指导就业及为社会培养人才

的重要目的。而更多的人还认为教育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至于人被看作

是“资本”的思想虽也早已在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论著中出现，但迄至上一世纪 50 年代，上述

观点还只是零星与散在的。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通过定

量分析的方法，就学校教育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成长的关系，首次作了经济学上

的测算以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学说才正式建立11。这一学说的基本点是试图

通过实证的方法来证明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于教育的投资，于是，一股“教育投资论”的旋风

也随即刮起。然而，为了经济成长的目的而培养人才的“教育投资论”旋风刮了不多久即受到

了社会的强烈质疑。而其质疑的焦点即在于：当教育的目的与“产品”或“商品”等这样一些功

利性的东西挂起钩来以后，教育所具有的最本质属性——即对人格的塑造和人性完善的目标

是否还存在？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及道德素质的培养是否还需要重视和强调？特别是1960年

代中期以来，当国际社会正在为“人材过剩”（学校的人材培养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的状况而备感担忧和困惑时，哈钦斯基于非教育投资论的立场而提出的“学习社会”的思想却

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教育机关并没有因‘人材过剩’而关闭，其原因恰恰证明了教育

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的发展”12。哈钦斯的上述观点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教育目

的”的关心及由此而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思考。 

四、“学习社会”理念涉及的当代教育课题 

哈钦斯关于“学习社会”的理论，因其所著的《学习社会》一书的出版而被世人所广泛知

晓；随后这一理念又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教育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的推崇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推广。 

归结起来，“学习社会”的基本理念所涉及的当代教育课题又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 

（1） 对教育的“义务”制度提出的质疑。 

“学习社会”基本理念涉及当代教育的第一个课题，是试图对义务教育制度进行重新评价

的问题。 

义务教育制度是随着学校教育制度的逐渐完善及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逐步提高，所形成

的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原本作为公教育制度的一种体现，其强调的是就学“义
务”，也即以学校为中心，由公教育机构来实施的带有福利性及强制性的入学举措。但“学习

社会”却认为，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真正意义是在于保障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是上学

的权利。换言之，把义务教育看作是国家或学校“赐于”儿童的一种恩惠或福利事业的观点是

错误的，“学习社会”论认为它本来就应该是国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其次，义务教育制度除了

应该体现一种权利关系以外，它的基本职能也应该是，使儿童利用这一制度能习得多样化的

知识和技能并着重于人格的培养，这可以为他们自身的今后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

现在的实际状况却是，由于现代社会一味追求学历，过于偏重教育的功利性功能，以致于产

生了一种偏向，即有些人甚至把学校视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阶梯和手段，并且这样一种

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致于义务教育也部分的、变相地演变成人们追求学历社会的一个

组成部分。换言之，上学已不仅仅是意味着学习，它更体现的是一种附加价值和标记，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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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所好的公立学校，则意味着人也由此而挤入了攀升社会上层的路径和轨道。 

诚然，追求学历的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学历代表着一个人的学习经历，同时也从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学习水平。但是学历一旦与功利挂钩，那就产生了问题。换言之，

就学过程的本身原本是为了学习知识、塑造人格；然而与功利挂钩的就学则意味着体现一种

“社会价值”。这正如倡导“非学校社会论”的伊凡·伊利奇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所谓“价值制

度化”的现象13。也即人们利用现成的制度来达到追求个人利益的目的，而在合法的“愰子”
和制度的掩盖下，教育的真正价值却被偷换了概念。 

“学习社会”理念与上述传统教育观相比有两个根本的不同。其一：传统教育观认为教育

是由“教”和“育”两个因素所组成，缺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为教育；它并基于“管理社会

论”的立场，把教育看作是一种带强制性的活动，因而其过程强调“传授和灌输”。而“学习社

会”论则主张学习应适应于个人的需要，并且学习者应有选择学习内容、方法、场所及时间

的自由，其过程应是一个开放的、自主的、并富有创意的过程。换言之，传统教育观的教育

主体着眼于学校和教师，而“学习社会”论的主体对象则立足于学习者自身，它所倡导的是独

立自主的学习观。其二：传统教育观认为教育主要是一个被动地接受知识的过程，因而认为

教育终身化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艰辛过程。然“学习社会”论则认为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

自身的“贤、乐、善”得到完美的体现。在这里，独立自主的学习活动与实现“人生真正价值转

换”的目标联接在一起；因而它是一个充满愉快、活力和挑战的过程。 

一言以蔽之，在终身教育机会不断扩大的状况下，要进一步实现“学习社会”的理想，对

教育制度的“义务”涵义重新加以审视，并对传统的教育观念进行再度反思则很有必要。 

（2） 新的学习评介制度的导入 

“学习社会”基本理念涉及当代教育的第二个课题，是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学习评介制度的问

题。 

如上所述，要从传统的“价值制度化”的泥淖中摆脱出来，仅仅靠改变传统教育的功利主

义观念还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而唯有使未来的教育能适应于学生自身的能力、兴趣等从现

代社会多样性特征中产生的多元需要，这才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而要使教育适应学习者的

多元需要，除了要同时保证提供多样性的教育机会以外，建立一个新的、正确的学习评价制

度也至关重要。关于这一问题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予以剖析：首先，单一与僵硬的传统教育

模式显然无法产生多样的教育机会，而多样教育机会的缺乏，又将使教育无法满足现代人（学

习者）的多元需求。其次，如果教育机会提供的多样化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教育机会利用者

的目的不明确的话，那仍然会陷入“价值制度化”的误区。由此，这里提出了针对教育机会利

用的目的和成果，建立起一个在正确价值观指导下的评价体系或制度的命题。简言之，以“人
生真正价值”的实现为目标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学习评价制度，将保证学习者能在利用多样性

教育机会的过程中不迷失方向。 

（3） 对学习自由选择的保障 

“学习社会”基本理念涉及当代教育的第三个重要课题，是对学习自由选择权利的保障问

题。强调这一权利的重要性，是因为即便教育机会的多样性目标实现了，但如果学习者一方

缺乏学习自由选择机制的保障，那教育机会提供的再充分，最后学习者的利用也落不到实处。

换言之，上述教育机会的多样性与这里所提倡的自由学习选择权的保障，应是同一个课题的

两个互为因果的侧面；因为教育机会如果不能多样化，固然不能满足学习者一方的多元需要，

但学习者一方如果失去了学习自由选择的机会，那教育机会的提供将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学习自由选择的保障，其考虑的重心和出发点不应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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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提供者一方，而应把立足点着眼于学习者真实需要的角度。简言之，唯有从需要者一方

去刻意创造自由学习的保障机制，这才能使学习者的每个个人都能充分而自由地享受到因教

育机会的多样化而带来的实惠。 

（4） 对升学率至上主义的批判 

“学习社会”基本理念涉及当代教育的第四个课题，是对“学校即教育”的陈旧观念予以重新

界定和思考的问题。一般来说，迄今为止对教育水准的评价，都以就学率或升学率的高低数

量来衡量。但“学习社会”倡导对个人学习成果应有正确的评价体系，而这一理念显然与传统

学校教育制度用以评价教育优劣的升学至上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换言之，体现人的真正价

值的教育如不从“升学至上主义”的误区中摆脱出来，那“学习社会”的理想将无从实现。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终身教育的时代。社会、学校、社区、家庭等等都在关注教

育、促进教育，一般的老百姓也从这种关心和支持中获得了益处。教育或学习的机会离每个

个人的距离更接近了，每个个人也为了自身的身心发展而更积极地融入于各种学习活动之

中。但是评价这一成果的传统及习惯的做法却是从入学或毕业人数的数量上来做统计的，而

这样的评价方式则容易陷入“表象主义”的误区。因此为了消除上述消极影响，“学习社会”的
理念主张应更多地关注个人和群体的学习主动权，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愿望和动机则非常重

要。 

（5） 自主学习观的形成 

为了实现“学习社会”的目标，并从“价值制度化”的误区中解脱出来的最后一个课题是，

实现对传统学习观念的转换。 

所谓传统学习观念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此基础上谋

取一定的职业，由此也就完成了整个学习的过程和目标。但是“学习社会”论认为，在现代社

会，学习已经不是人生某一阶段的活动，而是一个贯穿于人的终身的继续发展的课题。为此，

无论你是学生、社会人、职业人还是家庭人，作为人的发展需求，就都有继续学习的必要。

换言之，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在其生命的长河中，每时每刻都将遭遇到各种挑战，

特别是处在一个所谓信息化和后工业化的时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和变化，使得知识更新的周

期更短，而人们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有不断学习的需要和紧迫感。因此，从狭隘的

服从于以谋取职业为手段和目标的传统学习观中解脱出来，转向建立一种以适应社会、适应

人类自身发展的终身教育观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五、对未来“学习社会”的展望及若干启示 

以上，我们对哈钦斯倡导的“学习社会论”理念，及蕴含于这一理念之中的哲学思考和教

育课题作了若干的探索和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学习社会”所主张的并不是对现行的教

育制度作部分修正的社会，它而是要创建一个引入全新教育理念，并对传统教育制度作根本

改革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目标虽然具有一些理想的成分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但这

一理念却为我们勾画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可能形态并树立了一个可资追求的理想目标。而更

为重要的是，它再次唤醒了人们对“教育究竟是什么”这一有关教育终极目标的关心和深层思

考。 

在对“学习社会”的理论作了上述分析和论述以后，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无疑是十分深

刻的。归结起来大致又有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哈钦斯所倡导的“学习社会”的本质，不是我们通常

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单纯教育制度发达的社会或是人们迫于经济或职业上的压力而去追求

功利性学习的社会。哈钦斯所主张的是人从劳动中被解放出来的余暇社会，是人们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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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余暇时间去从事旨在提高人的自身价值和教养为根本目的的社会。 

（2）“学习社会”关注的学习形式和内容是自主的、主动的、自由的及可选择的。而不

是现在我们所经常看到的那种带强制性的、被迫的及有限制的学习。  

（3）“学习社会”的最终目标是着眼于以人的自身的“贤、乐、善”为基本内容的“人生真

正价值”的实现，它体现的是一种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同时它也有必要成为所

有教育活动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毋庸置疑，哈钦斯所首倡的“学习社会”思想，作为现代终身教育思想推进和深化过程中

的一种新理念、新构想，已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因为它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教
育目的论”的关心及对此问题的重新思考。尽管哈钦斯的思想及关于“学习社会”的研究带有某

种空想的成分，但只要人们一提到“实施终身教育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等这样一类寻根问

底的问题时，哈钦斯“学习社会”的思想则必然会被提及，并往往作为探讨这一问题的理论基

础。 

Understanding ‘learning society’ correctly 

 

Wu  Zunmin 

ISRD, ECNU 

Abstract: As the term ‘learning society’ is used more and more widely in China, there emerg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is concept. This paper tries to clarify this concept by analyzing the origin of this 

term, its concern and what this concept mean to education. 

Key Words: learning society, Hutchins 

 

收稿日期：2002-7-20 

作者简介：吴遵民 男 1952 年生，上海市人。获日本国立神户大学博士学位（教育学）；现为华东师范

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教育学系副教授。E—mail:XinXin416@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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