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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内卷是近些年来热议的话题，从本质上看，其实是教育焦虑的外在体现。就儿童教育而言，由于不

断发展的自媒体渗透进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儿童教育逐渐成人化、虚拟化。儿童教育愈发呈现出

工具化性质，也让儿童教育深陷内卷困境。德国著名社会批判学家罗萨，提出了在“动态稳定”的现代

社会中运用共鸣理论试图构建美好生活的宏伟蓝图，这也为解决儿童教育内卷困境提供了哲学诊治的参

考路径。参考罗萨共鸣理论的四个环节，我们需要转变教育思维，尝试通过有效触动、积极回应、反馈

纠正以及自由创造等四个维度，以解决当前儿童教育的内卷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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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involution, a topic of intense debate in recent years,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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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l manifestation of educational anxiety. In the realm of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pervasive in-
filtration of social media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children’s lives has led to the gradual adultifica-
tion and virtualization of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increasingly instrumental natur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has plunged it into a dilemma of involution. The renowned German social critic, Hart-
mut Rosa, proposed using resonanc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a “dynamically stable” modern so-
ciety to construct a grand blueprint for a better life. This offers a reference for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involution in children’s education. Drawing on Rosa’s four elements of resonance 
theory, a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al thinking is necessary. We should try to address the cur-
rent challenges in children’s education by engaging in effective stimulation, positive response, 
feedback correction, and free creation. 

 
Keywords 
Children’s Education, Involution Dilemma, Resonance Theory, Philosoph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几年，“内卷”一词流行于各个社交平台，在教育领域，“内卷”也是频频出圈。当前，儿童教

育呈现出的成人化和虚拟化的特征，折射出儿童教育的明显困境：其一，儿童教育缺乏鲜明的近现代观

念；其二，儿童教育的“成人”与“成材”功能之间的摇摆不定；其三，难以把握儿童教育的“掌控”

与“解放”尺度。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提出共鸣理论，致力于破除社会加速带来的种种异化，构建现代社

会的和谐关系。儿童教育内卷作为教育领域的异化现象，问题尤为突出。因此，从罗萨共鸣模式所包含

的四个环节(触动–回应–转变–不受掌控)出发笔者提出解决儿童教育内卷化困境的四重维度：有效触动、

积极回应、反馈纠正以及自由创造，希望以此回归儿童教育的初心与使命。 

2. 儿童教育内卷化的现实审视 

尽管内卷化是一个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词语，但其作为一种把事情复杂化却没有产生实际价值的现

象则由来已久。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内卷现象，特别是儿童教育方面的内卷化现象尤为严重。就儿童

教育的内卷化而言，其呈现出成人化和虚拟化的特征，由此也导致了严重困境。 

2.1. 儿童教育内卷化的特征 

成人化是儿童教育内卷化的显著特征。儿童是天真纯洁的代名词，然而随着科技不断更新迭代，电

子媒介渗透进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加选择的电子信息使儿童过早地接触成人世界，早熟现象明显，

久而久之儿童也变得成人化，正如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所言，“儿童毫无节制地与成年人一样使用互联网，

这些都无情地改变了儿童的思维和言行，使他们不再像儿童而像小大人。”[1]成人世界的复杂性，让孩

子们的童年加速消逝，儿童无法享受他们本该拥有的天真烂漫，迫使儿童教育也变得复杂而无效。 
虚拟化是儿童教育呈现的另一特征。现在的儿童，从他们出生起就好似被“扔进”网络世界，他们

不得不受虚拟世界的影响，背离了儿童的真实生活。虽然虚拟化的场景可以激发他们对未知世界浓厚的

好奇心与探究欲，充分调动孩子们爱玩、爱幻想的特性，但是不加管理地接触虚拟世界，使儿童无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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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视角看待世界，往往将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虚拟化的背后是儿童与现实世界相疏远，

甚至排斥，否定当下的现实意义而沉溺于所谓的将来的美好，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天马行空。 

2.2. 儿童教育的内卷困境 

在我国，由于缺乏关于儿童教育的近现代观念，儿童教育的发展似乎处于无知状态。儿童教育是人

类教育的起点，因此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家卢梭认为教育有三种来源，分别是自然、事物

与人，他曾在《爱弥儿》中写到：“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

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2]他所倡导的

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便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发展人的天性。当前，儿童教育恶性竞争严重，家长们对

于教育资源盲目跟风、拼命争抢的现象此起彼伏，从而导致了儿童教育的内卷、内耗。长此以往，就会

陷入一个教育的怪圈，儿童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往往越努力越无力，越成功越迷失。在“鸡

娃式”歪曲的教育观指引下，儿童的课业压力也在不断增强。近些年推出的“双减”政策对于“双负”

问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仍是从外部调整知识与技能传递的局面，并非从儿童内在的自然本性出发，

因而并不能从根本上破解儿童教育痼疾，儿童教育内卷化现象仍未得到改善。 
儿童教育在“成人”与“成材”功能之间摇摆不定，盲目追求成绩优异、出人头地，结果往往事与

愿违。教育的终极意义是“育人”，而“育人”也分两个层面，第一是传授相应的知识，这对应了教育

的“成材”功能；第二是培养良好的思想，塑造崇高的品格，这对应了教育的“成人”功能。人无德不

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儿童教育引导儿童培育和践行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修养良好品德，树立

高远志向等不仅能够影响儿童自身判断是非与处理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为己所用，切实地影响与帮助

到他人。“人的成长与发展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条件、手段与基础，没有人的成长与发展，社会无法存

在与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人的成长与发展对社会来说也是目的。”[3]因此在儿童教育的“成人”与

“成才”功能之间应当有明确的层次性——“成人”是“成材”的基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

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体现的也是教育“成人”功能的首要性。近些年来，我

国的儿童教育逐渐忽略了“成人”作为教育的基础性功能，亦或是在“成人”与“成材”的关系之中摇

摆不定，缺乏定力和主见的父母往往过于急功近利，一味地追求儿童能够“成材”，结果却是拔苗助长，

适得其反。 
父母或老师难以把握儿童教育的“掌控”与“解放”尺度，殊不知过度的“掌控”导致孩子产生自

我怀疑与叛逆，无限度的“解放”容易让孩子没有安全感，产生焦虑、不安甚至恐惧。在儿童教育内卷

化的大背景下，父母们都像打了鸡血似的想要让孩子们“赢”在起跑线上，绝大多数父母采取“掌控”

式的教育模式。当然也存在思想相较开明的父母，他们坚持解放儿童天性，让孩子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然而“掌控”与“解放”尺度却难以把握。“真正的社会控制就是要养成一定的心理倾向，就是理解事

物、事件和动作的一种方法，使我们有效地参与联合的活动”[5]。杜威认为，来自于外部的控制在教育

中会严重干扰学习主体的思想与实践，只有主体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自己对内部的控制，这才是

正向有效的。“解放”在于释放儿童天性，充分开发他们的潜力并顺应其发展规律。“解放”并不意味

着“放任”或“放纵”，极端情况则是对孩子的溺爱与娇惯，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教育行为。因此“掌控”

是激发儿童兴趣，培养其能力使其学会掌控自己的人生。“解放”是顺应孩童发展天性，但并不是对儿

童不管不顾。把握住尺度，对于儿童教育来说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儿童教育内卷化困境主要由于缺乏儿童教育的近现代观念、“成人”与“成材”的儿童

教育功能之间摇摆不定以及难以把握“掌控”与“解放”尺度这三方面所导致的，在实质上就是成人与

儿童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裂痕，即成人试图以一种加速方式揠苗助长，其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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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和谐的状态。儿童教育内卷化问题所呈现的这种困境亟待解决，而罗萨的共鸣理论给予了有效的参

考路径。 

3. 罗萨的共鸣理论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是现今德国著名的社会批判家。他从社会不断加速的背景出发，对资

本主义的加速发展趋势进行批判与探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共鸣理论。他曾在《共鸣：我们与世

界关系的社会学》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如果加速度是问题，那么共鸣可能就是解决方案”[6]。罗萨的

共鸣理论旨在重新构建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实现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和谐发展。就此而言，如

果说当前儿童教育困境在本质上就是源自成人的过高期望造成了人与人不和谐的关系，那么罗萨解决社

会加速的共鸣方案无疑是有助于解决这一困境。 

3.1. 对现代社会“动态稳定”模式的批判 

罗萨这样定义现代社会：“一个社会，当它只能以动态的方式才能维持稳定，亦即当它需要有不断

的(经济)增长、(科技)加速、(文化)创新才能维持制度状态时，它就是现代社会了。”([7]: p. 21)从前外界

对现代化的“增长”持有的是渴望态度，希望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领域都可以发展地更快更高更好。

但如今，在“动态稳定”模式下的社会，这种期待转变成了威胁，形成了一种不加速、不创新、不增加

就会倒退、降低、破产的危险局面。所以，人们追求的已然不是更好的现代化发展，而是依靠恐惧心态

而维持着的升级游戏。就好似“仓鼠在滚轮中跑动”，大众也无法停止脚步，只能不断向前。 
除了恐惧心理作为维持稳定的动力外，另一强大的驱动力是“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如果我

们能成功将(更多)世界纳入作用范围中，我们的生活就会那边的更好。”([7]: p. 24)人生就是一次体验，

想要有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就得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在“动态稳定”模式下的现代社会，人们并非是

想通过主观能动性将世界改造地更美好，而是不断向外索取、开辟，从而获得对外部世界的掌控。 

3.2. 共鸣关系的界定与建构 

罗萨对拉埃尔·耶基(Rahel Jaeggi)“异化”概念进行继承与发扬，提出了五种异化模式，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共鸣理论。“异化被描述为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中，主体与世界内在地分离了，

彼此冷漠以待。或者甚至如仇敌般对峙。”([7]: p. 52)这种保持距离进而进行控制与侵占的关系模式正在

经济、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领域开展着。然而，这便造成了一种错误，因为主体对于世界而言不是抽

象孤立的存在体，主体是处于世界范围之中的，主体是与世界相互作用，产生关联，且可以作为一个整

体出现。罗萨提出了两种世界关系，异化作为负面的一面，与之相对应的正向的一面则是共鸣。共鸣关

系是人类存在与一切可能世界的本质性关系，共鸣是主体与世界之间达成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就意味

着它可以将主体与世界脱离的关系扭转回来，也能够对“动态稳定”模式下主体想要扩大掌控世界的欲

望进行消解。 
共鸣作为一种关系模式，对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身体与心理都具有指导意义，它决定着人类应该以

怎样的一种方式与世界进行互动。罗萨用四个环节来界定这种模式的特征。首先，是触动(刺激)的环节，

触动的发生可以理解为一种呼唤，主体受外物呼唤而有所感。接收到呼唤是发于内心的，而不是工具意

义上的需要。同时，主体被触动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自己正在被世界所关注着。这样一种主体与世界之

间的双向互动是共鸣模式开启的第一步。其次，第二个环节是自我效能感(回应)的环节，在主体被刺激后，

紧接着就要作出回应。“我们回应呼唤着我们的冲动，并且迎向触动了我们的事物。”([7]: p. 56)当受到

他人言语或行为上的刺激，大脑进行运转并作出回应，这就是自我效能感。只有主体受外界刺激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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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回应，共鸣才会完整的产生，反之，如果主体充耳不闻，忽略这种刺激，那么共鸣轴则会瘫痪，共

鸣也将消失。再次，第三环节是吸纳转化(转变)，当主体与外界产生共鸣时，主体会在共鸣关系中转变自

身的状况，变化的发生也是共鸣关系产生生命力的根本。这种变化并不是对物体的简单化用，而是在主

体内部与主体之间，以及他们周遭的世界都会发生变化。最后，第四环节是不受掌控的环节，共鸣不是

工具性的，因而不受掌控，这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节。当主体为达成共鸣而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外部

条件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共鸣无法达成。这就是不受掌控的特征体现，越是刻意为之，越是无法达

成。除了共鸣是否能产生，我们无法预估，产生的时长也同样不可预估。同时，共鸣是开放性的，共鸣

一旦产生，我们也会随之改变，并且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如何改变等等都是未知的。 
现代社会在不断追求增长、加速的“动态稳定”模式中运转，在经济发展、科技腾飞的同时却带来

了严重的异化现象，损害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儿童教育内卷困境正是这种异化现象在教

育领域的显著表现，是一种极不和谐的发展状态，其实质是以成人为坐标轴的加速教育。罗萨提出建立

稳定的共鸣轴来修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异化现象，这一思路同样可以适用于儿童内卷化教育这种异化问

题的解决。因此，基于罗萨的共鸣理论无疑有助于返璞儿童教育的初心，使儿童形成健全人格，健康快

乐成长。 

4. 解决儿童教育内卷化的共鸣式路径 

从上述可知，解决儿童教育内卷化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儿童教育的真正目的：打破一味求速度与结果

的成人式异化教育，遵循儿童成长规律，合理激发其潜能，使其全面发展。罗萨的共鸣理论为破解儿童

教育内卷困境提供了有效的哲学治疗路径。共鸣模式由四个环节组成：触动–回应–转变–不受掌控。

根据这四个环节，笔者得到启发，思考出与之相对应的与儿童交流的四种方式，试图运用共鸣理论来解

决儿童教育内卷化的问题。 
首先，以对话的方式对孩子展开行之有效的触动。对话，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体现，这可以追溯

到苏格拉底的“对话”。“产婆术”就是对话形式最好的体现，其中讥讽作为最初环节就是不断抛出提

问，通过对话的方式使对方认识到自己认知上的问题。那么运用对话的方式，将他们置于共鸣之中，进

行有效触动就可以让孩子认识问题。在对话时，重要的是能够与儿童建立起对话的平台，一旦对话形成，

共鸣轴就已建立。处于对话之中的大人们，要格外注重倾听。学会倾听是尊重并对儿童进行有效触动的

必要前提，也是给予儿童表达自己的机会的另一种体现。所以在对话过程之中，不要以对错作为对话的

评判标准，去打断孩子的想法。恰恰相反，而是要充分鼓励孩子大胆发言，说出他想讲的任何。 
其次，家长或老师在有效地触动孩子与之建立起对话关系之后要作出积极的回应。回应效果的好坏

也会直接影响儿童接下来是否会继续保持兴趣，将对话进行下去。如此，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对话过程中，

共鸣轴才能稳定维持，共鸣才有可能发生。在这一环节中，大人们需要注意说话的艺术，学会激发孩子

的兴趣，促使儿童萌发起自身的求知欲与探索欲。在成年人与儿童彼此对话的过程之中，教育的目的也

能得到正视。在笔者认为，教育真正的价值与目的在于唤醒孩童内心的潜能，激发他们的探索世界的能

力。因此，在回应的过程之中，激发儿童的兴趣则尤为显著。 
再次，家长或老师在经过有效触动与积极回应儿童之后要充分发挥对儿童进行反馈与纠正的作用。父

母、老师要融入谈话过程之中，不能与儿童割裂开来。儿童教育并不仅仅旨在对所学知识进行训练，更重

要的是关于人生与社会的伦理学的熏陶与培养。“静以养身，俭以养德”这是古人对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

只有从自身的修养出发，不断修炼，才能拥有从平定家事到国事到天下事的从容心态。因此，哪怕是小到

一次与儿童的对话，都不可错过可以与之发生共鸣的机会。在把握住机会之后，要学会认识再交流过程之

中，儿童的一些想法与认知，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与纠正，对儿童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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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前三个环节的基础之上，要听任孩子自由创造，尊重他们的奇思妙想。现在孩子们的童年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考试卷，被透支的童年会让孩子形成唯分数论、成绩论的教育观，就导致他

们在今后很难形成健全的人格。想要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就要让他们有表达自己的机会，听任他们充分

发挥想象力，进行自由创造。对儿童创造力的培养可以很好地使他们鼓足勇气，勇敢尝试新事物，修炼

创造性思维，在不断探索与学习的过程之中发现自己的潜能与兴趣。哲学家洛克经典的白板说，意思是

人出生时心灵便是一块一尘不染的白板，至于白板上将绘画或书写什么是靠后天经验反映而成的。老师、

家长的过度保护或限制剥夺了他们探索世界的自由，儿童的成长需要留白，孩子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与

好奇心应该被保护并使其充分激发，才能够使儿童在自由创造中提升自我认知与智慧。 
在儿童教育内卷化严重的背景之下，罗萨的共鸣理论给予了笔者一些哲学诊疗的思路去应对儿童教

育问题。通过有效触动儿童，激发他们探索外部世界的欲望；在此期间大人们要对其进行积极回应与纠

正反馈，正向的引导才能触发儿童与大人之间产生共鸣，最终能让儿童发挥奇思妙想，自由创造。 

5. 余论 

罗萨师从阿克塞·霍耐特(Axel Honneth)，作为法兰克福第四代开拓者之一，他提出的共鸣理论继承

了前法兰克福学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将

批判的思维类比至儿童教育领域，现在鸡娃式的儿童教育一味地追求知识型、技能型培训，使儿童教育

愈发具有工具性意义，从而淡忘了儿童教育的初心在于激发与唤醒儿童内心潜能。共鸣理论是罗萨在深

入挖掘马克思异化理论，根据其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现代社会存在的五大“异化”形式而提出的异化的

对立面概念。这种意指恢复主体对自然界、社会及他者之间有意义的联系，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危机提

供了新思路，也为他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与发展了社会加速

理论。共鸣理论，特别是其四个环节，在当下社会加速大背景之下，也为儿童教育内卷化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破解路径。 
但罗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学家，他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一样，他的共鸣理论具有非常典

型的乌托邦色彩，不能触及根本。虽然共鸣理论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的破除提供了新思路，但在不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根本条件的情况下，所有的内部转变都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同时，

他所参照的国家、地区以及社会人群有一定代表性，但不够全面。罗萨的共鸣理论主要描述的是以欧洲

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都十分发达，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都没有囊括进去。除国家层面，罗萨在阶层上，也主要是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例，进行社会加速的批判

与共鸣理论的蓝图构建。那么社会阶级较低下的人群，他们的生活也没有被关注到。 
儿童教育内卷化真正的解决办法，以笔者愚见，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当下，我国儿童教育由于缺

乏现代化的理论，儿童教育的标准与目标不明确，这才导致了教育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以，首

先要明确儿童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唤醒儿童内心的潜能，同时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素质，以形成健全的

人格。其次，想要能够激发起儿童的兴趣，调动他们主动探索外部世界的能力就需要锻炼他们的实践能

力。实践出真知，书本上的文字与插图给予孩子形象的解释，但唯有实践，在自然中亲自闻过花香、听

过鸟语、看过蓝天白云、尝过酸甜苦辣才能得到自己的切实体会，也只有从自身的实践中才能学习把握

世界的奥秘。最后，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培养儿童一定的创新意识也十分重要。要鼓励儿童大胆尝试新

鲜事物，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老师与家长要转变角色，让儿童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在教学方法上也

要改传统灌输知识型的教育模式转变为讨论式、探究式的学习模式，让儿童拥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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