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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教育的师生关系是主体间关系，不是主客体关系和双主体关系。形成师生主

体间关系既是为了师生平等，也是为了提高师生的主体性。在师生主体间关系中，教师必须

担负起认真教育教学和严格管教学生主体的主导主体责任。学生、家长和全社会都要理解教

师的重大责任以及教师在尽职尽责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失误，支持教师担负起主导主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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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之间、师生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但这种必然联系是什么，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认识、

理想和目标追求，也形成不同的客观事实。形成师生人格平等的主体间关系不仅是为了师生

平等，也是为了提高师生的主体性。在师生主体间关系中，师生都应相互尊重，都应在主体

间关系中充分发挥主体性，但教师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具有主导作用，每个教师都要不

断努力提高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必须勇于担负认真教育、指导和严格管理学生主体的主导

主体责任。教师是一个群体，每个教师每天都有教育教学和管理等许多繁杂的事情，个别教

师教育教学和管理中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学校和教师自身都要高度重视，国家要严肃处理

和深刻反省诸如“红黄蓝”这样的事件。但教师不能因为在教育教学和管理中出现某些不尽

如人意的问题而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就畏手畏脚、明哲保身和对教育教学和管教学生不负

责任。学生、家长和全社会不仅应重视对学生的教育，也应充分理解教师的重大责任，充分

理解教师在尽职尽责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失误、过失，自觉大力支持教师担负起主导主体责任，

与老师一起共同促进学生主体的健康成长。教师和学生及其家长都要关心学生发展和遵守法

律，教师打骂体罚学生是不对的，严重的是违法的，但教师不管学生，任其自由玩乐、发展，

也是不对的。学生家长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关注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是应该的，但把

个别教师的个别失误上纲上线甚至大打出手，有的可能是对教师的不尊重，有的还可能也是

违法的。 

 

一、现代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是主体间关系，不是主客体和双主体关系 

 

早在上百年前胡塞尔就提出主体间概念，后来哈贝马斯等也把主体间问题作为重要研究

领域，但他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人作为认识和实践者与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的本质联系，没

有解决人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与物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的根本区别的问题。也就是说以前的

主体间理论都没有把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的人同作为认识和实践者的人一样看作是主体，而

是把本质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变化的同一个或一群人割裂为与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物相同的



客体的一半，与作为认识和实践者相同的主体的另一半。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首先把指

涉对象的意向活动分析的外部事物“悬括”起来，以取得一个纯粹的呈现或现象自身；不是

回到心理的或经验的事实，而是在观念中呈现出无关乎此一事实的本质知识。“在经验意义

上作为我的认识对象的‘我’只是属于同自然世界无异的外部事物，‘还原’将此‘我’还

原为‘现象’，如其还原其他客体一样。”
[1]
 

传统哲学只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实质上看待认识者和实践者与被认识者和实践者及其

关系，把认识者和实践者看作主体，把无论是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的人还是物都看作客体，

形成人际关系和师生关系的主客体关系理论。近现代社会形成的人际关系和师生关系“双主

体”理论追求师生平等的价值理念初衷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认为人既有主动性又有被

动性，所以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把学生这个认识和实践对象看成是客体来认识，又把他们

当作主体来培养，把客体培养成主体的思维逻辑和语言表征不免让人费解。“双主体”理论

只是在语言上凸显了作为对象的人和师生的主体地位，而其理论依据还是把作为认识和实践

对象的人看成是客体的主客体理论，实质上并未解决人际关系和师生关系的主客体的问题，

在此，“双主体”同时也是“双客体”，语言和概念的所指与能指、价值追求或伦理逻辑与思

维逻辑都有明显矛盾。也许师生主体间关系在某些实践层面已经形成，可是在思维和与语言

中许多人还是没有转变“双主体”逻辑和表述，没有理解、认可甚至不知师生主体间为何物。 

马克思早就把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的人看作既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

存在”，又是正在认识和实践着的主体，认为，“自然的人的本质只有作为社会的人说来才是

存在的”。人由于有类意识而“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
[2]
保

罗·弗雷尔以是否把学生作为主体看作解放教育与驯化教育的根本区别，认为在驯化教育中，

教育者具有完备知识并把其传授给学生，“在解放教育中，教育工作者并没有完备的知识而

只有可认知的对象，而这种对象在认知过程中作为主体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联系起来。”甚

至认为，作为受教育的教育者应该“死去”，作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应该“诞生”。
[3]
 

主体间教育理论认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
[4]

作为认识者和实践者的人与被认识和实践的人的本质完全相同，包括师生在内的每个人都是

他人认识的对象，但包括师生在内的每一个人不会因为作为认识者和实践者或作为被认识者

和被实践者就有本质的变化，作为认识者和实践者的人与作为被认识者和实践者的人都是主

体，作为认识者和实践者的人是认识者和实践者主体，作为被认识者和被实践者的人是认识

对象主体、是对象主体。人与人有再大的区别也有本质的联系，人与物有再大的联系也有本

质区别。人际关系和师生关系的主客体理论把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的人与作为认识和实践对

象的物混在一起，就等于把人与老虎、毛驴、苍蝇、蚊子甚至狗屎、烂泥混在一起，这是对

人的最大的不尊重，与近代社会以来重视和提高人的地位和主体性价值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想

追求背道而驰。
[5]
在主体间师生关系中师生都是主体、没有客体，客体是教学手段和设备。

教育教学内容也未必完全是客体，是主体还是客体关键看认识者的态度，不是由教育教学内



容本身决定的。师生把教育教学内容看成是主体，它就更像或更容易成为主体，师生把教育

教学内容看成是客体，它就更像或更容易成为客体。 

 

二、形成师生主体间关系不仅是为了师生平等，也是为了提高师生主体性 

 

有人说，自古到今哲学思考的鲜明时代特征经历了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再到现

代价值论和当代实践论的发展阶段。
[6]
但如果不能把人或人类社会的本体看成是人或人类的

实践，而是外在于人的自然或者神力，就不可能形成、发挥、发展和提高人的主体性。“在

本体论所支配的知识论中，主体并不能成为决定知识的主体。”如果“将认识主体作为纯粹

理性的话，一个主体之外的本体论上帝则是不必要的，”“一个比我思更完满的思不是上帝的

作品，而是”我“思对于其自身的超越。”
[7]
还有人说，主体性是笛卡儿的发现，康德发展

了主体性思想，黑格尔把主体性认识推向极端。
[8]
但他们追求的主体性不仅是人与自然二元

对立的主体性，而且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对立的主体性，是每一个人的主动性、自主性、

创造性与被动性、随从性、保守性对立的主体性，结果导致了自然生态的破坏和人与自然关

系的紧张、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相互拼死抗争、作为个人的人的人格分裂和两面性，以

及主体性的黄昏、式微和不愿再做主体的无奈的呐喊和呻吟。“主体”在“主观”中升腾，

最终也在“主观”中跌落。
[9]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人永远是自然和自己的主体，但这不是说人与自然的关

系是对立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合理性关系，违背自然规律

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遵守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合目的性

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合理性关系。人对自然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人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自己。

人不能合理对待自然就是对人类自己不负责，自然好不了，自己也就好不了；人不能合理对

待他人，包括个人不能合理对待他人、一部分人不能合理对待另一部分人都是对自己和他人

的不负责，结果他人好不了，自己也好不了。人是主体为人的宿命，人必须承担起不可推卸

或无可奈何的主体的责任，人不愿意做主体，让自然和动物做主体，这是不可能的。人在享

受权利和荣光的有利时想做主体，在要付出、约束自己的不利时又不想做主体，不想承担责

任，缩头缩尾，怨天尤人，这不应是人的想法和做法。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主体及其

本质和做好主体，而不是愿不愿、能不能做主体的问题。 

从本质而不是从形式上讲，主体是具有主体性的存在，主体性是人的本质特征、最高本

质特性。主体间是包括师生关系在内的主体间关系及在其中形成、发挥、发展和提高的主体

性的整体和统一，是人际和师生关系的实在或实体及其关系、本质特性，主体间性是指包括

教育教学活动在内的人的活动及其关系具有或体现的主体间的性质和特征，既可能是人际和

师生关系的本质特性，也可能是它们的某些特性并非本质特征。主动性是主体性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但主体性还有自主性、创造性、责任性、仁爱性等。高级事物包含低级事物的特



点，低级事物却不包含高级事物的特点。人和其他事物的本质只能从最高特性确定，不能由

最低或较低特性确定。客体不可能有主体性，有主体性的存在就是主体。不同人的主体性有

高低，不存在有无或零与百的差距。每个人都有一定主体性，也都有某种被动性、顺从性、

保守性等非本质特性，认识和提高人的主体性也要认识人的非本质特性，但关键是认识和形

成、发挥、发展、提高人的主体性。如果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师生与作为对象的人及其师生没

有本质区别，就应把作为认识对象的师生也看作是主体。如果主体和主体性可以被认识和培

养，那为何又把作为对象的师生看作是客体；如果主体和主体性不能被认识和培养，“主体

永远不能把握它自身究竟为何物”，“主体如果只是作为主体便不能被认识”，
[10]

那又怎样培

养、形成、发挥、发展和提高他们的主体性。人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但因为人有主动

性就说人为主体是不全面的，因为人有被动性就说人为客体则是错误的。 

追求师生平等是现当代教育形成师生主体间性的基本目标和主题，但这并非形成师生主

体间性的唯一目标和最高目标。师生平等主体间关系既是教育活动的目的，又是形成、发挥、

发展和提高师生主体性的前提条件。平等交往、主动对话、相互理解、共同学习和发展是师

生主体间关系的灵魂，形成主体间师生关系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师生主体性、提高教育质量。

只有在师生主体间关系中才能有真正的师生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才能有效提

高师生主体性。虽然主客体和双主体师生关系理论与主体间师生关系理论都强调形成、发挥、

发展和提高师生主体性，但它们的主体性的性质及其目的、过程、方式和结果则有本质区别。

主客体师生关系是不平等的，主体间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师生主客体的主体性是单向和矛盾

的，师生主体间的主体性是双向和统一的。师生主客体的主体性是被动、强制和独白的，师

生主体间的主体性是主动、理解和合作的。师生主客体的主体性形成遵循客体发展规律，师

生主体间的主体性形成遵循合理性规律。
[11]

 

 

三、师生主体间关系中教师具有主导作用和合理权威，必须担负起主导主体

的责任 

 

主体性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观能动性，无论是积极性、好胜性、求知欲、荣誉感

等主动性，自觉性、独立性、个性等自主性，还是创造性包括的自由性、想象力、坚韧性等，

都首先是仁爱心和责任心。爱是人性之本、智慧之源、教育之根，也是知识、力量、能力之

源。爱既有个人自爱，更要有人类互爱、主体间之爱、对他者的爱。没有爱做不成任何事情，

何况当好教师，从事教育工作。“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
[12]

 

仁爱产生责任，责任来源仁爱。有爱才有责任。一个人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任，就要

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正是因为老师有对祖国、民族和对人民的爱，对教育岗位

和对学生的爱，很多老师才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职业动力，才有用一辈子



备一堂课、用一辈子在三尺讲台默默奉献的力量，才有在学生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

才有了敢于攻克新知新学的锐气。好老师没有统一模式，但首先要有理想信念、使命感和责

任心。教师对学生的爱既有对学生身心发展、学业成就的密切关注、精心指导、恰当鼓励和

严格要求，也要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遵纪守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主体间性就没

有规则，无法形成规则意识，无法确定规则的正当性，
[13]

也无法实现理想目标和谈不上遵纪

守法。但所有规则的首要内涵和根本宗旨是敢于担当、尽职尽责，是价值理性、信念伦理的

责任及其规则，然后才是工具理性、责任伦理的责任及其规则，是价值理性、信念伦理与工

具理性、责任伦理结合的责任及其规则。某些教师不负责任、推卸责任、畏手畏脚、明哲保

身的根源并非是追求师生平等的主体间关系，而是背离价值理性、信念伦理与工具理性、责

任伦理结合的责任及其规则的首要内涵和根本宗旨。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是自古以来的至理名言。高标准严要求是追求卓越的必备

条件。自由和纪律都有两面性，都是双刃剑，对社会、学校和学生管理的自由和纪律的宽严

适度是领导管理、教育教学管理的高超艺术。管得太死不好，管得太宽也不好；热暴力不好，

冷暴力也不好；消极和积极的自由和纪律都各有利弊。现代社会必须摒弃“打是亲骂是爱，

不打不骂不成才”的古训，但也必须严格鉴定体罚和惩罚的界限。长善救失是教育的本质、

价值和功能。长善必须首先有善性、善心和善行或爱性、爱心和爱行，救失必须有奖励有惩

罚。奖惩都是指导，没有指导就谈不上师生关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教师的照亮别人燃烧

自己的蜡烛精神内涵丰富，其中就包含着对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可能出现过失的责任承担、担

当和冤屈的忍耐、忍受。 

人际和师生“交往双方不存在纯粹的客体，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相互关系的创造

者”，是相互的影响者和塑造者，
[14]

先有学后有教，教是为了学，教是为了不教。在教育中，

学生是学习和教育目的的首席；教师是教育指导学生的首席，具有权威性。教师承担着有目

的、有计划、有组织影响学生的天职，不仅决定着教育教学目标、内容、方式和评价，对学

生德智体美劳等的引导、指导和评价，有规范性、经常性、现实和直接的主导作用，也对学

生一生的整体和长远成长发展有重要影响，而学生则并没有影响教师的职责。教师的权威体

现着国家的权威、知识的权威和道德的权威，教师没有权威，国家、知识、道德就没有权威，

教育也就没有权威。违法乱纪，缺乏知识、能力和道德的教师是不合格的教师甚至不能成为

教师，也绝非教师的主流或主体，决不能因此否定教师的权威。主体间教育中教师权威性不

同于法自然的培养人、工厂式的造就人的教育和主客体中学生被认可、被理解和被接受的权

威，是师生相互认可、理解和接受的权威，是形式规定的权威与心悦诚服的偶像式权威统一

的权威，是真实的主导作用和平等的首席。
[15]

师生主体间性的师生平等从根本上确立了学生

的主体地位，教师权威性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是否能自觉主动成为主体

和形成、发挥、提高主体性教师有很大责任。追求师生主体间关系是对学生的倍加关爱，而

不是疏于教育和管理的理由。 



主体间的师生都既是主体又互为他者。教育者既是自身自主发展和教育受教育者对象或

他者的主体，又是受教育者他者关注和影响的对象主体；受教育者既是教育者教育的对象或

他者主体，又是自身自主发展和关注、影响教育者他者或对象的主体。他者只有在主体间中

才能成为相互理解、关注的他者，关注、理解他者和师生相互关注、理解是区别于师生主客

体和双主体关系的主体间性的本质特征，离开师生主体间性的他者是既缺席认识和实践者师

生主体的他者，也不是认识和实践对象他者主体的他者，是他者间缺乏主体性本质联系的悬

置或空洞的他者，或者就成为被关注、被关心的对象的他者，不会成为理解他者的他者和他

者相互理解的他者的主客体和双主体的他者。只重视自身不关注他者和只有他者没有自身的

关系特性都不是主体间特性。 

知识、认识和真理是不确定与确定的多层面丰富复杂的转化和统一，都与主体间的主体

对自身和他者的认识和实践有本质联系。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合理性问题，社会理性问题只有

通过人的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才能解决，而真正的交往则是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交往。
[16]

自然科

学的自然性是它的合理性，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它的主体间性。
[17]

理解既有纯理性或智力因

素的理解，也有实践理性和道德、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的理解；既有课堂教学中的理解，也

有德育、班级管理等活动中的理解；既有万众一心的同一性的绝对理解，也有彼此肝胆相照、

心心相印、心有灵犀，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是同一个人、同一条心的相对理解；既有能力和方

式、方法问题，也有态度问题。而态度具有决定性作用，教师是否把学生当作主体其效果有

天壤之别。师生把对方当成主体，他们未必就是富有主体性的主体，但更可能成为主体；师

生把对方当成客体，他们也不是客体，但更可能像客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潜能既是教

育的理想、使命和职责，也是教育的客观规律。 

 

四、学生、家长和全社会要理解教师的重大责任，支持教师担负起主导主体

的责任 

 

教师是为了学生而存在的主体，承担着对作为他者的学生的绝对责任。
[18]

这一责任既是

法律和道德赋予的，也应该是教师自愿担当的。有意愿和能力做教师的人没有法律程序不能

做教师，做了教师又不愿意做的人即便符合法律程序和有再大能力也很难做好教师。无论是

否愿意和有多大能力只要做了教师就要不断修养、修炼自己，承担起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

神圣职责，充分形成、发挥、发展和提高自己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认真教育、指导

和严格管理学生主体，成为伦理先知和楷模先知紧密结合的主体间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教

师。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成长都要受到社会及其教育、学校教育、家庭及其教育

和自然的影响。对于教育学生，教育既具有主导作用，又具有有限责任，不能包揽天下。学

生发展得好是社会及其教育、学校教育、家庭及其教育等主体间共同影响的结果，学生发展



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学校教育要承担重要或主要责任，但社会及其教育和家庭及其教育也

有重要责任。学校和教师应尽量争取家长的支持、配合，不应把理应由教师承担的责任推给

家长。家长既要担负起对子女教育的责任，也要支持、配合学校和教师做好教育工作，还要

理解他们对学生和家长的合理要求。教师要尊重学生人格尊严，绝对保证学生的身心安全和

健康发展。但对那些由于没有很好把握自由与自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惩罚与体罚尺度

而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出现过失、过错的教师，家长和社会也应将心比心以主体间性的态度给

予充分理解和包容。在家庭教育中，许多家长对自由与自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惩罚与

体罚的尺度也很难把握好，难免也有无奈和痛心的过失、过错，不少兼教师和家长双重身份

的人对此必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教师不能像父母爱孩子那样爱学生，当然对这句话要一

分为二地来看，否则可能对学生形成某些不符合教育要求的言行。即教师如果不能像父母爱

孩子那样爱学生，那可能是对学生爱的不深不够，但如果仅仅像父母爱孩子那样爱学生，就

可能或者不太尊重学生，总是训斥学生，或者过分溺爱和放纵学生。教师应在这两个“不对”

之间找到或把握好难为而必为的责无旁贷的“对”的合适的度。教师要高度负责，不断努力

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艺术，但要求教师不能有一点过失、过错，既不现实，也不利于提高教

育教学及其管理质量，甚至是在有意无意鼓励教师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明哲保身、消极怠

工。 

主体间师生关系是伦理道德关系，不是师生的法律关系。师生之间应该没有法律关系，

如果有，学生与教师、与学校的法律关系与社会上人际的法律关系、个人与单位间的法律关

系是一样的，没有多大区别。法律关系中不知是否有主体间关系，如果有，那与师生主体间

关系也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道德关系是将心比心的，主要是内心的召唤、动机、理想、目

的和追求。法律则主要看事实，即便是非主观犯法、是好心办坏事的犯法也是犯法，可能要

从轻发落，但也要发落。所以，在师生主体间关系中师生都要明确区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都不能违法，否则，原来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师关系就可能不是师生关系，就成为人

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红黄蓝”事件已经不是教师与幼儿的问题，
[19]

而是法律问题。校园

欺凌问题有些可能是师生主体间的问题，有的也可能变成法律问题，后者就要通过法律程序

解决。虽然国家和社会、学校、家长等各层面对“红黄蓝”等类似个别事件应当引起高度重

视和警觉，国家对有意伤害学生的教师要给予严厉惩处，但也绝不能把个别事件普遍化。绝

大多数教师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优秀、合格和尽职尽责的，这是我们的教育不断取得辉煌成就

的根源，也是今后继续取得更加辉煌成就的保证。 

最近又发生了昔日学生长大以后在路边拦住老师扇耳光的事件，原因是这位现已长大成

人的学生上小学时曾被老师打骂过，所以他长大后要报复。
[20]

对此打人者、打人者的父亲、

村民和学校领导教师有很明显不同的看法。学校领导认为，张老师为人实在，脾气也很和善，

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教龄已超 20 年，是学校的一线教师，曾获得全县优秀班主任等

称号。学校每年都会对老师进行评测，学生都很满意，打学生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也没人反



映张老师有殴打学生的情况。如果要有的话，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即便以前老师有过失，

现在也不能以暴制暴，进行报复。这样以后谁还敢管教学生。这不仅是对张老师的不尊重，

也是对全体教师的不尊重。 

打人者父亲和村民则认为，如果学生调皮捣蛋，打两下也正常，但张教师经常对学生“施

暴”；有时学费交的晚一点，也会招来张教师打骂，学生有时候甚至会泪流满面。150 名村

民还联名担保，认为打人者是个好孩子，他平时为人仗义正直、乐于助人，但上学期间长期

受到教师的侮辱打骂，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张老师的行为对不起教师的称呼。几个月前张老

师被殴打，事出有因，就算将来对簿公堂。村民们还签了名，按了手印，都愿意出庭作证。

[21]
教师、校长和村民、打人者及其父亲的看法无论有何不同，都不能大打出手，严重的打人

事件就不是师生关系的问题，而是法律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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