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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价值教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的一种教育思潮，是各国在面临现代性价值危机的

背景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冲击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各种价值

观念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了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局面，价值教育成了当今教育中亟需提升的方面。然而价

值教育中经常遮蔽学生这一教育主体。本文通过对尼采超人教育思想进行阐释，挖掘其对价值教育主体

澄明的意义，以期能对价值教育中主体的展现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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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lue education is a kind of educational trend that began to appear in the 1990s. It is a new educa-
tional idea put forward and put into practice by various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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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 value crisis.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impacting the daily life of 
human beings. Various values exchange and collide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a situation of coexis-
tence of multiple values. Valu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aspect that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to-
day’s education. However, value education often overshadows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of edu-
ca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Nietzsche’s Overman Educational Thought, excavates its clear meaning 
to the subject of value education, and hopes to inspire the display of the subject in valu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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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价值教育主体的遮蔽 

1.1. 价值教育的界定 

价值教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的一种教育思潮，是各国在面临现代性价值危

机的背景下提出并实施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冲击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中西价值

观念，古今价值观念等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了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局面。价值教育成了当今教育中亟需提

升的方面。 
关于价值教育，国内尚无统一的定义。王坤庆认为价值教育是教学活动的类型之一，主要是指在教

学实践中基于正确的价值观进行实践活动[1]。吴亚林指出价值教育并非一种生存之道，而是一种以生命

为起点、立足生活的教育。价值教育需要以人为本，健全人格，提高生命境界。价值教育要引导人们去

发掘、去创造、去超越、去实现自己的自由[2]。王逢贤认为价值教育是更高层次的社会活动，使人能够

在实践活动中成为价值的创造者。价值教育是创造人的价值的活动[3]。 
本文将价值教育界定为由学校负责实施的，以学生为价值教育的主体，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认识人生

意义，正确理解生命价值，重视学生自身价值构建的教育。价值教育旨在引导和促进学生自身批判反思

能力的生成。 

1.2. 价值教育主体的遮蔽 

价值教育是在一定的教育目的下进行的，教育目的本身存在一定的预设性，这就必然遮蔽学生发展

的生成性。价值教育用统一的目标要求每一个学生，使学生处于预成状态，限制了学生的发展。学生是

能动的个体，可以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活动进行自我完善。价值教育目的是使学生的发展处于预定和控制

之中，企图通过传授单一的且排他的价值原则和规范来控制学生的思想与行动，从而形成统一的价值秩

序。价值教育目标的即成性遮蔽了学生这一主体发展的生成性。 
价值教育是指教师将有关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接受特定的价值观。它包括三大前提：

教师是价值的权威，价值教育是“一言堂”，课堂上的价值取向是由老师决定的；学生是接受价值的容

器，老师说什么学生都会接受；价值观是一种既定的价值观，一旦确立，就无法质疑，学生们只能遵循

这种价值观，而不能在课堂中表现出与所教导价值观无关的内容。价值教育仅仅看到学生价值尚未完善

的、需要教师引导的一面，遮蔽了学生自我建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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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价值教育也应呈现出多元的势态。教师作为价值的霸权者，

这种价值教育并不能解决学生的价值困惑，无法消解价值的迷失和混乱的困局。应试教育下，功利主义

观念在教育中盛行，这种观念进入了价值教育的领域之中。价值教育注重价值知识的灌输，价值教育的

效果通过一场考试来进行检测。由于价值灌输是一种单向的强制性活动，价值灌输是注入价值原则和规

范的过程，这会导致了学生价值学习的外化。这种外部化的价值灌输所建立的，不能有效地引导学生日

常行为，空洞的价值说教只会让学生暂时性地虚假顺服，容易造成学生“说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 
价值教育摒弃“为何而生”的反省。教育是“使人为物”，而不是“使人为人”。我们今天不会问

如何使学生成为完整的人，而是问如何教他技术。处于这种背景之下，价值教育使学生抛弃了“应然”

的可能性，抛弃了对生命最终意义的思考，失去了自身的能动性。 

2. 尼采超人教育思想的阐释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在西

方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千年十大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重要的超人教育思想[4]，超人就是

同时具备强大的力量和思想的人，应把人的自我超越性视为价值尺度。超人概念是尼采对教育问题的终

极结论：什么样的人有价值？ 

2.1. 人是应被超越的某种东西 

尼采认为生物有三种类型，即动物、人和超人。动物是最低级的类型；人是动物和超人之间的过渡

形式；超人即超出人和动物之上，是最高级的类型。从动物进化为人再成为超人体现了生物自身的超越

能力。动物缺乏创造性、是软弱的，可以用鞭子驱使它、用食物诱惑它去行动。动物是人类退化的标志，

人已经从一切动物身上夺取了他们的优点，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的类型[5]。虽然人从动物进化而来，但

很多人内心是倒退为动物层次的，缺乏不断向上奋发的意识，不愿超越自身。这种人比任何动物还更加

是动物。超人是具有更高的价值的人[6]。 
学生作为人的一种具有可塑性，能够创造出超越自我的特质。尼采指出人能够衡量事物的价值，能

够对世界现存的原则予以否定，是审判者[7]。事物的价值是人融入其中的人类的意义，为的是维护自身，

人就是评价者，赋予事物的评价是被评价事物中的最珍贵之物。事物因为人的评价才拥有价值。如果缺

少了评价，“则存在之胡桃就是空心的。”[8]。现实中学生的这种作用已经被压抑了。所以学生要做超

人，要创造美好的生命。学生要使那些不美丽、不迷人、不值得追求的东西变得美丽、迷人。 
尼采提出，教育的终极使命是创造超人，教师的责任是把学生从陈旧的价值观中解脱出来，而不是

让学生们去死记硬背知识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教师的关系是两个相互欣赏、尊重的个体，同时也

会相互对立和超越。基于此，尼采激情澎湃地向他的弟子们号召：“让我们也如此确实而出色地对敌吧！

我们要神圣地相互对着干！”[9] 

2.2. 超人象征着大地、大海和闪电 

“瞧，我是教你们做超人。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注意，我教你们做超人：他就是大海，你们伟

大的轻蔑会沉没在这种大海里……注意，我教你们做超人：他就是这种闪电，他就是这种疯狂！——”

[10]。尼采运用三个隐喻揭示了超人的内涵。 
尼采所处的时代，理性主义盛行。尼采批判理性，目的在于指出理性对生命力的削弱。尼采劝诫人

要拒绝天上，忠于大地。天上指理念世界，轻视肉体和大地，信奉理念世界的人生命力会越来越弱。地

上指现实世界。尼采将超人看作一片深浩瀚无边的大海。大海能够保持住自身的独立。超人类似大海，

具有能动意义和海纳百川的气魄，在浩瀚的世界里遨游，享受人生的快乐。尼采以超人为教育目的，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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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将学生的生命从理性牢笼中解放出来。学生要用自己的超人意志面对生活，

创造新的价值，把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目标从天堂拉回现实，成为自己。 
尼采认为教育是一种对人的改良，努力传达着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与

行为的限制。教育所传递的传统价值观束缚了人们的行为，就像乌云压在人的上方。超人就像一道划破

乌云的闪电，随之而来的雨水清扫阴霾的天空，给人带来光明与希望。尼采用“闪电”、“疯狂”来比

作破坏传统价值观的力量。超人具有创造力，敢于重估一切价值。超人本身是世界的立法者，遵从自己

的内心，不会被外在价值观所束缚。超人具有强健的生命力。人要超越自己，努力做超人，这样才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以支配自己命运。 
尼采理想的教育目标是超人。在他看来，超人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人。没有一个绝对永恒的价

值，人生的意义是创造自己的价值，实现生命的价值。当前的价值教育忽视了学生主体的培养，使学生

没有超越自我的意识与能力。尼采的超人教育思想论述对这一现象具有积极作用。 

3. 价值教育主体的澄明 

3.1. 价值教育应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 

尼采的超人教育思想反映出人具有未完成性和超越性。尼采极其注重生命本身的意义。学生是未完

成的人，具有可教育性。教师要激起学生内在的主动性，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许多学生并不清楚自

己将要去往何方，教师要激励学生拥有自己的理想。不要让他们做只会故步自封的人。人是要被超越的

一种东西。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指出只有人是人本身时，才能作为生物超越自己[11]。学生要勇于表

达自己的观点，不断超越自我。这样才能克服学习路上的重重困难，从而实现个人精神的提升。教师要

鼓励学生进行自身超越，经过后天的努力，挖掘出自己的潜能。 
“教育就是解放，就是清除杂草、瓦砾以及那些企图啮噬植物嫩芽的害虫，就是释放光和热。”[12]。

从个人的生命发展角度来看，教育是一种超越性的行为，鲁洁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她指出教育

不是用各种规定性来限制人的发展，而是让人发现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并将可能性变成现实。教育要促

进人建立高于现实的目标，并努力实现。教育的宗旨是培养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人

[13]。 
尼采指出生命必须被超越，“无论我创造了什么，无论我如何爱它，不久我就将成为我的造物和我

的爱的对手我的意志要我如是。”[14]。学生是一种超越的存在，超越是对“是其所应是”的不懈追求。

培养学生的超越意识是实现人的超越性的必要前提。价值教育要唤起学生的意识，学生之所以能以其内

在的尺度来控制自己的生活，正是因为学生具有自己的意识。当学生自我的价值意识和超越意识被唤醒

时，学生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将如一只苏醒的狮子，充满了活力。价值教育要让学生清晰地认识

到，要做一个价值完整的人，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地超越[15]。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学生停落在这一层次的需求，就止步于动物

的类型之中，失去了人应该有的否定、批判与超越能力。这就是单向度的人。价值教育应培育反省和批

判意识。价值教育不仅是对现有价值知识的接受，更是基于这些价值知识来发现、解决新问题，形成自

己的价值体系。过分强调接受价值观导致学生心理上受到更多的限制。学生从价值教育中获得的所有价

值观念变成“约束人类的框架”，以至于学生根本不会想在实践中应用这些外在的价值观念。价值教育

应促进学生基于主体进行价值导向，转变为主动的自我超越，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16]。 

3.2. 价值教育应采用实践锻炼的方法 

尼采超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大地”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类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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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现实世界，二是指作为人所具备的本能需求。这一观点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转变，新的价值观要

求人们，把注意力从上帝返回到人类自身上，强调重视人的本能、注重现实存在的世界，并能用顽强的

意志力来实现人生的价值。价值教育教学过程应联系当下的社会现实，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运用生活

中的矛盾冲突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思维和讨论，并适时地启发、分析、解答，让他们

在面对新的价值观和价值观的冲突时，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教育方式，做出合理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

并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价值教育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过程。例如在“做事不拖拉”这一课中[17]，针对低年级学生

爱赖床、吃饭慢、做事拖拉等现实问题，教师设置了学生从起床到放学的各种拖拉情境，并以视频、照

片等方式真实再现。学生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反思，感受到了更多的东西，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更多的

看法，树立起了新的价值观念。在以后的检查和反馈中，学生表现出新的行为方式。价值教育的内容要

贴近实际，才能引起学生内心的共鸣。通过营造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境，注重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真正关注学生的价值追求，更容易创建高效的课堂。价值教育要在生命世界和价值认同之间寻求联系，

选择有意义的事件，使其在真实情境中认识、选择、判断和实践。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价值教育要在做和学中进行，才能真正内化外在的价

值。传统价值教育内容上存在与现实脱节、沦为教条主义和口号式宣传的倾向。价值教育不能以抽象的

道理为基础，脱离现实的环境。价值认同与学生的生命息息相关，应扎根于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将大道

理和小事结合起来，在现实环境中对价值进行辨析和评判。 

3.3. 价值教育应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尼采的超人教育思想倡导师生各自的成长超越。价值教育最终目标在于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教师

不能一直给学生施压，剥夺学生自由发展与创造的机会。教师要使学生具有敢于批判的态度，应该从根

本上鼓励学生摒弃陈腐观念，让学生能够自由地思考，这样学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价值教育不应以

功利主义为出发点，而是要倡导自由研究的精神。 
《师说》中提到：“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教师身上一定存在可以教授给学生的知识技能价值观。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也会反过来促进老师进步成

长，教师教学能力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和学生教学相处过程中得到提升。价值教育要引导学生自身进行价

值建构，在师生的平等交流中促进学生的主体行为。 
在价值教育中，教师必然要将学生看作是发展的主体，使学生掌握主动权。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

关系。教师的责任是引导、激励和唤醒。引导与灌输的区别，在于引导对学生主体有充分的尊重。但引

导与放任自流是两个概念。教师要创造一种自觉、自由、自在的氛围，使其有可能去体验生活。教师的

职责是为学生提供适当的指导，做他们的指路明灯。教师应引导学生去经历人生中的悲欢离合、成功失

败，尊重他们的意愿。教师起的是价值导向的作用，而不是替学生做选择。否则，就会导致学生人生价

值与自由精神的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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