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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人类学》一书中，博尔诺夫阐述了教育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观。这种空间观主要包括：内部、

外部以及自由空间。内部空间为安全舒适的私人区域，外部空间为共同行动的公共空间，自由空间指令

人心驰神往的广阔世界。三种空间可与三种不同形态的教育空间一一对应，内部空间可隐喻为家庭空间，

外部空间可隐喻为学校空间，自由空间可隐喻为社会空间。其空间观至少对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至少有

着如下启示：其一，对家庭教育而言，需要保护氛围，维护教育的稳定性；其二，学校教育需要应对风

险，把握教育的非连续性；其三，社会教育需要进行激励，关注教育的未来性；其四，就三位一体而言

需要连接不同空间，保持教育的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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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tto Friedrich Bollnow elaborates on the spatial concept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his book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This spatial concept mainly includes: internal, external, and free space. 
The internal space is a safe and comfortable private area, the external space is a public space for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free space refers to a vast world that inspires the human mind. These 
three types of spaces can correspond to three different forms of educational spaces, where the in-
ternal space can be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ed as the home space, the external space can be me-
taphorically represented as the school space, and the free space can be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ed 
as the social space. This spatial concept provide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insights for exploring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First, for family education, it is ne-
cessary to protect the atmosphere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education. Second, school educa-
tion needs to respond to risks and grasp the non-continuity of education. Third, social education 
needs to provide motivation and focus on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th, in terms of the tripartite 
relationship, it is necessary to connect different spaces and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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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学校和社会都需要对儿童发展负责，从而帮助儿童更好地成长。然而现实生活中三者却存在

责任不明，互相推诿的现象。而儿童所处的不同空间对儿童的价值规范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教育应该

使这些空间进行对话协作，共同促进儿童成长。那么，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秉持何种空间观？他的空

间观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施途径又有何启示意义？ 

2. 《教育人类学》的空间观 

博尔诺夫分析了教育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不是数学家所谓的抽象空间，而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是

人所能感受到的具体空间，是人类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空间”[1]。进而，他根据人与空间的关系，深入探

讨了空间的精确划分。主要内容如下： 

2.1. 内部空间：安全舒适的私人区域 

博尔诺夫认为内部空间是指“从无限空间中的较大范围里划分出一小块的安全区域”[1]。在探讨这

一空间时，他首先探讨了内部空间对人所需要的安全感的作用。他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出

发：“人是被‘抛’进世界的”，并客观批判地看待此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将人被动置于任意一个偶

然位置上，忽视人与所在位置的空间关系稳定性的建立”[1]。他指出“如果人想要适应所在世界的环境，

并想与之建立起一种正常的生活，那么他必须首先与所处位置的空间建立一种关系，在空间上取得一种

新的稳定性。若想取得这种稳定的空间关系，首先人应该在这个空间的某个位置住下来，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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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于此，使自己不会轻易地被赶出这一位置”[1]。因此，这一位置便不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空间位置

中的任意一点，而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一个人所依附的家的所在，是他感到与之相连的地方”[1]。
至此，内部空间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从无限空间中划分出的一小块安全区域。这个空间是个人的归所。

在这个空间里，生活的劳累可以得到恢复。因此，内部空间具有保护性质，它应排除外来干扰，阻止其

被打开的威胁。因为安全生活的基础就是拥有不受侵犯的“安适气氛”以避开陌生世界的目光。 
其次，博尔诺夫探讨内部空间秩序的稳定作用。他指出“内部安全空间的基本形式是具有保护性围

墙和屋顶的房子。作为保护性质的房子，不仅需要排除外来干扰，也要维持内部活动对内部空间所构成

的威胁”[1]。若人要想愉快地居住在内部空间之中，则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适当布置。也就是

说，居住者必须对房子进行“收拾”。否则，房子将会出现紊乱，当紊乱加剧时，居住者的生活则会受

到制约，以至于最后受到窒息的威胁。 
最后，博尔诺夫探讨“居住”在内部空间中不懈努力的作用。他指出，人如果想要在一个位置立足，

在无限空间中划出一小块安全区域作为“家”，并在此居住，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需要个人不

断努力的结果。他指出“这里的‘居住’不单单意味着某个物质空间，而代表着人的某种内在的精神状

态。海德格尔也曾指出‘人的存在意味居住，但人首先必须学习居住’”[1]。因此，人需要用这种持续

不断地努力学习居住的积极精神状态去对待内部空间，从而人能够从自身发展出可以真正“居住”的内

在条件。 

2.2. 外部空间：共同行动的公共领域 

博尔诺夫认为外部空间是指一个公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为在纷繁的生活制度中进行某

项共同行动而相遇”[1]。在探讨外部空间时，他首先探讨了外部空间性质。外部空间与被内部空间的安

全性相比，它是充满危险性的。在这个危险的空间中，人必须努力保护自己。不过，“如果人因为害怕

面对这一危险的空间而‘深居简出’，躲进自己的房子，他则会失去生活乐趣并且渐渐萎靡下去”[1]。
因此，外部空间不仅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兼具一定的乐趣性。因此，在外部空间下需要强调勇于行

动和斗争的力量。 
其次，博尔诺夫探讨外部空间中人和人的相处方式。他认为在充满危险的外部空间中，人与人相处

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竞争，二是合作。一方面，如果人要想在充满危险与斗争的外部空间获得成功，

则会把别人当成对手甚至是敌人来对待，因为他必须努力克服他人对自己的阻力。另一方面，要想在这

充满危险与斗争的外部空间继续存在，则需要与他人的结合，以克服外部空间的危险性。值得强调的是：

这里的结合并不是为了满足像朋友之间那种对人性温暖的需要，而是为了在充满危险与斗争的外部空间

取得成功而采取的一种努力。 
最后，博尔诺夫探讨外部空间中所需要的品质。如果想要在充满危险与斗争的外部空间获得成功，

必须具备“胆量”这一品质。这是一种准备承担责任，准备不遗余力并且一往无前地投身到共同事业的积

极态度与良好的品质。有了“胆量”，个人的全部力量方可在充满危险与斗争的公共空间之中更好地施展。 

2.3. 自由空间：心驰神往的广阔世界 

博尔诺夫表明“在作为共同行动的外部空间的后面还存在着一个新的、没有固定界限的广阔空间—

—陌生的地区与远方的国家的广阔世界，即所有诱人的遥远的地区”[1]。这样的自由空间无疑对人们有

着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在这里，人们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内在观念和品质。因为在自由空间中，

人们凭借着大步迈向心驰神往的广阔世界的勇气走出了自己日常所习惯的生活圈，并且期待在广阔世界

遇到不可预料的偶然事件所带来的无限乐趣。在此基础上，人们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在观念即：对自由空

间的无限广度有一种全新的亲近感。其实，这也是人们所产生的新的品质即：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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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 

3. 《教育人类学》空间观为家校社提供空间划分依据 

在《教育人类学》里，博尔诺夫探讨了教育人类学意义上空间的划分与性质，这不仅是他空间观的

表达，也是他教育观的呈现。 
首先，博尔诺夫将内部空间隐喻为家庭空间。其一，博尔诺夫认为“今天需要重新注重个人家庭生

活的道理，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寻求到面对社会存在的沉沦而是人保持平衡的根基”[1]。其二，他认为

人如果人想在房子中长久并且愉快地居住，则需要对房子进行收拾。而这种整理与收拾属于人在处理自

己与内部空间的关系时的最基本能力。这里的房子在内部空间中也可视为家庭空间所居的场所，且在这

一场所人所拥有的最基本能力则是整理与收拾，若不具备这一基本能力，可以说人在这一场所内所面临

的危险就是“窒息”的可能性。其三，他还表明，当人在其生命中失去某个空间时，比如父母所提供的

房子，人们便产生了建造一个新的保护性空间的任务。况且，永久的房子内的安全是不可能的[1]。可见，

在内部空间的论述过程中，博尔诺夫已有将其隐喻为家庭空间的倾向性。 
其次，他将外部空间隐喻为学校空间。就外部空间的特征而言，第一，外部空间是连接内部空间与

自由空间的纽带。第二，在外部空间中人和人的相处方式是竞争与合作。第三，在此空间中勇气是博尔

诺夫所强调的一种准备承担责任，准备不遗余力并且一往无前地投身到共同事业的积极态度与良好的品

质。虽然在外部空间的论述部分，他没有直接表明外部空间指学校空间，但无论是连接性质的纽带，强

调竞争与合作的相处方式，还是注重集体利益的良好品质，都可将其外部空间隐喻为学校空间。 
最后，博尔诺夫的自由空间可隐喻为社会空间。他指出向自由空间进军时，人需要跳出固定习惯的

圈子，跻身于神秘的新空间[1]。从自由空间的性质来看，它对儿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从其所

具备的品质来看，它需要儿童具备踏步向前的勇气以及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与信任。可以说，从这两点来

将自由空间隐喻为社会空间是适切的。 

4. 《教育人类学》空间观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启示 

那么博尔诺夫在《教育人类学》中所阐发、论证的空间观，对当下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的实

施途径有什么启示意义呢？ 

4.1. 家庭教育：保护氛围，维护教育的稳定性 

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影响最早也是时间最长的空间[2]。博尔诺夫所描述的内部空间中所特有的家庭

教育能为儿童做些什么呢？ 
首先，家庭教育需要为儿童提供安全的氛围。博尔诺夫指出安全感对儿童的正常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这种安全感是建立在儿童与其所亲密的关系之中的。这意味着家庭教育需要提供给儿童值得信赖的、

充满爱的、充满温暖的氛围[3]。在这样的家庭空间中，儿童可以驱散外部空间所带来的黑暗和恐惧，始

终保持平衡的根基。而现实中，这种家庭教育带来的安全氛围似乎仅仅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博尔诺

夫的空间观则给予我们良好的启示：“这种安全感只有在某些被他们所爱的人(通常是母亲)的亲密关系中

才能形成”[1]。他劝诫人们请勿经常更换儿童的照料者，因为这样不利于儿童与某人建立起持久的联系。

另外，有研究表明父亲协同教养通过安全感和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4]。这

充分证明博尔诺夫强调家庭教育为儿童提供安全氛围的重要性。 
其次，家庭教育需要培养儿童良好的秩序感。博尔诺夫认为整理与收拾属于人在处理自己与内部空

间的关系时的最基本能力，因此，家长应该对儿童进行秩序感的教育。且有研究表明 1~2 岁是儿童秩序

感发展的敏感期、5~6 岁是其秩序感初步形成、7~8 岁是其秩序感发展的又一关键期[5]。因此，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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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确应该注重儿童良好秩序感的建立，以免错失良机。为此，家长可以从博尔诺夫的观点中吸收养分，

即在日常房屋收拾中获得秩序感。如教导儿童房子内的“每件事物和每个地点都有一定的距离，而这些

距离并不能抽象地用米来计量的，而是由其具体的可达到的难易程度决定的”[1]。 
最后，家庭教育应促进儿童自建安全感。博尔诺夫强调永久的房子内的安全是不可能存在的[1]。为

此，家庭教育需要让儿童心灵深处相信，即便人们会经历种种天灾人祸以至于曾经的安全感受到毁坏，

但人们仍然拥有重建家园的勇气，因为他们相信尽管经受种种苦难，但自身的存在终将是有意义的，是

被世界所接受的。 

4.2. 学校教育：应对风险，把握教育的非连续性 

正如外部空间是内部空间和自由空间的纽带一般，学校教育也是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纽带。与家

庭空间不同，因为在学校空间里儿童需要面对种种危机与挑战；与社会空间不同，因为学校空间对儿童

踏入社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那么博尔诺夫意下的学校教育又能为儿童做出什么贡献呢？ 
首先，学校教育需要认真对待教育的非连续性。学校作为外部空间的一部分，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学

校空间中存在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对儿童的影响。为此，博尔诺夫提出非连续性教育形式。虽然他没有给

非连续性教育严格的概念界定[6]。但他指出非连续性事件主要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以及对今后生活起

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1]。只有积极应对这些事件，才能使儿童向高阶段迈进[7]。面对学生发展过程之中

出现的各种危机、遭遇，教师需要在关键时刻对学生进行告诫与号召，最终使学生战胜非连续性实践，

使这些事件成为促进学生进步的阶梯[8]。其中，告诫的作用在于使儿童迷途知返，号召的作用在于使儿

童“鼓起劲来”，树立起对生活的希望和走出困境的信心[1]。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教师一定不能主动地、

有意识地触发非连续性事件。虽然非连续性事件在人的一生中必然出现，但它与教育作为一种故意引发

的“行为”，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其次，学校教育需要引导儿童良性竞争与通力合作。关于竞争，博尔诺夫建议儿童“若想在斗争的

环境相处下去，就需要集中全部力量，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自己上当受骗，并且对周围的世界采

取怀疑的态度。因为作为行动者他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是否可以成功，这主要因为他不知道其他人将会采

取什么样的行动”[1]。面对竞争，学校教育所能做的是为儿童营造良性竞争的环境，促进儿童勇于面对

竞争，敢于承担风险。尽管原有的教育体制中不免暴露出恶性竞争的现实问题，但是教师在教育过程中

依然不能回避学习中竞争的话题，因此要不断引导学生进行良性竞争，避免那些受不了挫折与失败的悲

剧的发生；关于合作，他也指出在志同道合的人以及朋友之间用合作的方式适应外部空间的危险性。“这

里的合作往往是同级之间的成群结伙的倾向性”[1]。儿童群体内的合作有利于该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竞争

中取得胜利。教师所能做的是使儿童懂得合作、进行合作，从而促进儿童发展。因此，教师需要为儿童

创设一个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的学习环境，使儿童能够在这一环境中亲身体验，能够与其他人进行真正

的对话，从而形成一种真正的合作关系。 
最后，学校教育需要挖掘儿童内在勇气品质。博尔诺夫指出离开了保护性的环境范围，若想在公共

事务中度过一生，就需要勇气[1]。学校环境中，校园欺凌事件屡禁不绝，勇气品质必需伴随儿童左右，

这有助于儿童施展自己的全部力量以充分的保护自己。因此，教师所能做的是：认识勇气品质在外部空

间的重要性，有意识为儿童创设需要承担责任的教育环境，并从教育的各个事件中充分挖掘儿童的勇气

品质，鼓励儿童成为独创精神的个体。 

4.3. 社会教育：进行激励，关注教育的未来性 

在终身教育时代，儿童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必然包括社会教育。那么，社会教育又该如何做才能使

儿童可以到达博尔诺夫所提出的令人向往的自由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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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需要发挥教育的激励作用。博尔诺夫指出在自由空间中对教育提出了另一类新的任务。若

要使儿童大步迈向自由空间，则需要激励教育[1]。并且他指出大踏步迈向无限广阔的空间需要的品质有：

踏步向前的勇气以及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与信任。因此，社会教育所要做的主要是“基于现实生活来进行

教育，激发儿童自身对未知世界的探究欲望”[9]。对未知世界的探究欲望即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激发儿

童的求知欲。而社会所采取的激励教育要使儿童充分认识到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实生活世界的人

总是不完善的，也正是因为人具有不完善性，才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因此，社会教育需要激励儿童全

面准确地认识自己，特别是儿童身上的不完善之处；第二，现实生活的社会也是不完善的，社会中确实

存在许多问题，但正是这样，社会才有不断进步的可能性。因此，社会教育需要激励儿童正视社会现实

存在的问题，树立远大的志向与抱负，通过自身的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与和谐的社会。 

4.4. 三位一体：连接空间，保持教育的平衡性 

最后，博尔诺夫指出了空间之间平衡的必要性。他认为三个空间是各种不同的、同心扩展的空间范

围，它们同属于人的生活空间，都应该在人的生活中起到必要的作用。因此，这些空间应该相互之间保

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如果疏忽某个空间甚至完全失去某个方面，人的整个生活都会受到危害。而教育作

为一项系统的育人工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在育人中应该有机结合，相互沟通，保持适

当的平衡性，以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发展。 
总之，家校社各司其职，同时不忘紧密合作，协同育人，为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为此，首先要认识到家庭教育不容忽视。家庭教育至少要在满足儿童安全感、培养儿童秩序感以及促进

儿童自建安全感三方面作出努力，尽到维护教育的稳定性的职责。其次，需要坚信学校教育至关重要。

学校教育至少要在认真对待儿童危机与风险、引导儿童良性竞争与通力合作以及挖掘儿童内在勇气品质

三方面作出努力，尽到把握教育的非连续性的职责。最后，需要意识到社会教育责无旁贷。社会教育尤

其是要在激励儿童全面认识自己以及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作出努力，尽到关注到教育的未来性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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