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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核心，由人的类本质、人的需要本质和人的实践本质三个方面构成。“双减”政策的核心对象是人、以

人的实践活动为根本。因此，从其唯物论、价值论、认识论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在“双

减”政策中的学理性加以阐释探析，为“双减”政策的颁布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双减”政策的落地生

根、继续推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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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m is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ideology for building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Marx’s theory of “human essence” is the core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 
human class nature, human needs nature and the essence of human practice. The core objec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people and their practical activities as the fundamental. Therefore,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materialism, value and epistemology, Marx’s theory of “human essence” in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303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3038
http://www.hanspub.org


别梓雯 
 

 

DOI: 10.12677/acpp.2022.113038 219 哲学进展 
 

Keywords 
Marx, Human-Oriented Vision,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Copyright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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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

深化教育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教育良好生态，2021 年 7 月，

中央中共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1]。今时不同于往日，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与马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马克

思主义在历史的洪流中科学发展，在现今仍然彰显出强大的生命活力[2]。“双减”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正

是在打造良好教育生态环境中义务教育阶段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进一步阐释与实践。 

2. 从人的“类”本质看“双减”中的唯物论体现 

作业指导作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学校课堂教学活动的必要补充，每个学

生都逃脱不了被作业支配的命运。而部分学生的课后作业存在数量过多、质量偏低、功能异化等诸多问

题，既无法满足作业原本想达到的温故知新的教育功效，又浪费了学生们正常的运动、休息、娱乐时间。

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尤其是在小学阶段，“三点半”放学的现状屡见不鲜，这一政策

规定的本意是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减少负担，但没想到，校内在减负校外却增负，甚至校外所增加的

教学负荷逐渐陷入失控、失管的状态。为解决当今义务教育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双减”应运而

生，刻不容缓。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是“双减”政策中的主体，既是作用对象，又是参与者。人的类本质决定了“双

减”政策的对象是人，这里的所强调的人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哲学人在探究“人的本质”这一命题时，

“真实存在的人”是他们开展研究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更深刻的原因在

于人具有动物所不具备的类本质或类特性[3]。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是从人的生存本性来

规定和描述人的类本质的。马克思从界定人与生物的生命活动来探究人的类本质。马克思人的类本质主

要体现在其定义类特性时所总结出的独立性和一般性，独立性就体现在人在生命活动中有意识、有目的、

自由的本质特点；而一般性则指人无法脱离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克思

提出人作为“类存在物”，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把生产作为核心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彰显，人的类本质起

源于生产劳动并有意识的进行生命活动，逐步发展形成了思维方式、语言交流等。 
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这样说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

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4]。”这其中他想强调和描绘的应当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能进行生命活动的人，

而非不切实际设计、幻想出来的人。马克思是从研究参与实际生产方式和劳动过程的人之中科学地提炼

出这类人在进行劳动生产实践时思想过程的变化来开展其哲学研究的。从“现实存在”的人出发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以抽象的物质或精神为出发点的“独立的哲学”二者根本性的区别。

简单地说，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要想正确认识事物，首先必须正确把握辩证唯物主义。惟有通过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科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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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理解客观事物，方可防止出现形而上学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类真正的幸福是通过自身劳动实

现的。幸福不仅在于享受劳动创造的成果，而且在于能够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展现自身的才能，人类在创

造性的社会劳动过程中体验幸福、收获幸福。所以，如果能将劳动程度保持在合理有效的范畴内，且成

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那么劳动本身就成为了幸福。学习作为学生“劳动”的表现形式，当学习成为一

种自觉的活动，学习量、学习时间、学习难度等都维持在适度的范畴内，学习的内容符合成长需要，学

习的形式遵循教育规律，学生就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学习过程收获幸福。如果一直是分数决定高度，一考

定终身，教育就异化为非人的、“目中无人”的教育。同时，集体合作是实现劳动幸福的共同性环境，

学习并非出自于个人自私的目的，而是为了别人和自我的统一，合作讨论和共享交流也将加强其中的幸

福感。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体现出“双减”政策中的唯物论。 

3. 从人的“需要”本质看“双减”中的价值论体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5]”。他认为人的需要

即人的本质。人通过实现自身需求促使自身开展劳动实践创造，并随着实践的过程而产生了其他的活动。

关于需要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6]”。因此，可以说需要是人们进

行生产实践的依据和根本原因，二者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可以由性质、对象及其不同维度层面进行多层面地认识与界定。人的需要作为

人的自由意志活动，有着引导和驱使人类活动的功能，它也是人们为实现其需要而进行会活动的基础。

按照人类需要的起源和特性，可将人的需要区分为生存需要和社会需要。生存需要是世间生存万物都具

备的，其共同之处体现为获取生活资料用以维持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马克思曾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

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实现人类生命需要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生产、分工和扩大再

生产不过是为满足这一需要提供了条件。人的社会需要则成为划清人与动物界限的重中之重。按照人类

需要的目标和方向，又可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人的生理需要一般指人对维持日常生活

保障、保证人类生存环境和繁衍的需要，即包含生存需要，又包括社会需要；人的心理需要则是指人在

经济社会中对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追求和需要，如通过学习来达到智力水平提升，开发创新人们所使

用的工具，实现自我生活的意义与精神价值等。而按人的社会需要不同维度层面划分，人的社会需要又

分为最低级层面的基本生理需要和最高级层面的实现自我价值需要。人为了达到展现自我价值的需要是

人独一无二的，而且在此驱策下持续地寻求自我发展，从而产生出更多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与条件，也

带来了社会价值。正因如此，马克思在界定人的本质时提出了需要即本质。我们不难看出，人的需要是

人类劳动生产的根本，它通过生产实践而得到体现与完成，那么换言之，我们可以将劳动实践看作满足

人的需要的初衷与归宿。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在满足自身更高级层面的实现自我价值需要

的过程中所持续不间断所缔造的机会与价值无形的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关于价值，马克思曾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外界物关系中产生的

[8]。”价值是市场主体人与客体物社会关系的体现，强调的是客观物质对主体人能带来的效益。价值，

体现在主体人运用、健全客体物的基础上，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由低到高、日益兴盛，达到了使人生活

更便携幸福，发展更灵活多样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的需要本质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而价值正是这一过程中最外化的表现。 
人的需要本质就是人们进行劳动创造活动、社会生产实践的内在动力和目的，人类能成功完成从远

古时期发展到如今现代化的蜕变，都是人的需要正向推动了人们有意识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就是

人在一定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各种需要的满足的发展成果，人的需要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的实现彰显了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人的需要是多样、周密、多条理的，当人的需要无法通过自然原本所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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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满足时，人类通过自我意识、自我能动在经济社会中生产劳动来满足这些需要。《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论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生产在实质上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只有

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10]”。马克思所提出的人

的全面发展不仅指生产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也包含综合能力的发展，还有对兴趣爱好的满足和对职业

的自由转换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实现高度自由并得到全面的发展是人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人的本

质真正实现。在教育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马克思有如下论述：“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1]。”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中

“德智体美劳”的阐述与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关乎着家庭幸福与否和国家兴衰。教育工作的发展目标是培养“五育协调”、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人才，努力办好人民群众都满意的教育教学工作是奋斗的方向。我们党和国

家已经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对于学生个人来说，德智体美劳的全

面发展可以总结为自身的健康成长。实施基础教育这一基本任务决定了我们必须实施开展全面的教育。

人的社会联系本质决定了人无法脱离社会，而人的全面发展也无法与教育脱节。我国开展义务教育的基

本目的是提高中华民族整体国民素质，而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校内教育是实现全面发展最主要的形

式，校外教育则是实际运用与个性化的补充。如何培养学生开放、多元、系统的知识结构以及开阔的视

野同样需要探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学生应“既勤学书本知识，又多学课外知识[12]”“知识越学

越多，知识越多越好[12]”。新时代青年学生应做到文科理科专业知识兼备、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兼备、

现成专业知识与问题意识兼备。不可置否，学生不“双减”，被禁锢在无尽的考试科目作业之中，他们

就没有自由空间去获取渊博的理论知识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知识理论体系，其创新力和智力就不会得到

改善和增进。“双减”政策的价值论就体现在重塑良好教育生态、切实培养时代新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促进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社会践行中。 

4. 从人的“实践”本质看“双减”中的认识论体现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3]。”马克思又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实践。人的实践本质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可大致分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生活由经济社会日常生产实践中独立的、个体的人

的社会实践活动所组成；二是所有社会中的、完整的集体的人，阐释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产实践

活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而人的实践又是自由的有意识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提及

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指人以生产为中心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以此为根柢肯定了费尔巴哈对黑格

尔派唯心主义的批判，他本人也从唯心主义逐渐转变为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相较于之

前的哲学，虽然已经从人是人的本质循序渐进至提出了“类”本质，但在探寻何为“类”的道路上，他

忽视了人自身的重要性，将“类”归结于意识，走向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道路。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为逻辑支点、科学运用唯物史观批判了费尔巴哈在内

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不彻底性。他在《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在此，马克思明确了实践是是人的本质，这里“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主要体现了社会生产的实践性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性。与唯心主义相比，旧唯物主义虽然

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但在定义人的本质时都忽视了人自身而外化到其他事物。可以说，将人的本质

回归到人自身从而确立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主体作用，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

根本。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的，由受费尔巴哈的启发在《1844 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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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本质，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实践是人的本质，马

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逐渐清晰透彻，其间体现出缜密的逻辑以及恰当的推演体系。《德意志意识形态》

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其所指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对此马克思提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

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马克思将辩证法与认识论相结合。万事万物都有其生存方式，人作

为社会的主体，实践是人进行生产生活的直接表现，我们可以将实践称为人的底线。“双减”政策正是人

的实践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教育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通过让学生从过多作业负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的实践活动，使其回归健康而正常的发展，回归学生成长的本质，激发其多元化、高层次、高质量的需求，

培养“完整的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强有力的后备军。“学生学业减负，既是实践问题，更

是认识问题。[16]”“双减”政策的实施，便于各行政部门、学校以及家庭等在何为减负、怎样减负方面

就价值取向和政治领悟达成一致，用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双减”政策中所体现出的认识论底蕴正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朝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上的缩影。 

5. 结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双减”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在新时代构建良好教育生态中丰富了马克思“人

的本质”理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发展。“双减”政策的实施只是强化教育改革、重塑教育

良好生态的起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客观深刻地认识、理解“双减”政策对我国教

育现状的实践意义和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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