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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认知:社会情感学习的认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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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发展须在综合以往教育优势,摒除其已有缺陷的基础上前行。 推动教育高质

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要基于新的历史起点,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长远变革发展。 这种

发展的基础就是要超越中国教育长期存在的过于注重教书而育人不够,超越过于关注学

生的认知发展而忽视其社会性发展的偏向。 鉴于当前社会现实基础已由关注外在的自然

转向社会的世界,而对人本质的理解已由理性的确认转向社会性关系的构建,这就要求教

育定位须由只注重认知转向关注情感的培养,关注学生个人自主发展和社会性适应得以

提升的社会情感能力。 为此,基于时代赋予人发展的更多的内在规定性,应超越当前教育

存在的片面强调知识传授的功利化取向,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乃至社会

的高质量发展;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彰显教育的完整性,应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

成,激发人与自我、他人和社会关系向好的正向力量,构建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促进个人

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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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教育理论或者思潮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时,就直接反映了当下人们对现实社会中教

育的认识、评价和要求,而对其开展研究如同研究任何社会意识现象一样,都脱离不了对现实社会基

础的分析。 对于教育而言,还需进一步探讨由此带来的对人和教育理解的内在性变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情感学习在世界范围内为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理解、适应未来生活、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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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性表征。 要对这一教育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说明,就必须对其产生所依托

的社会现实基础和时代发展诉求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解读,从社会现实基础的转变以及带来的人的本

质理解的变化、教育定位的改变来认识社会情感学习。
     

一、社会现实基础:从关注外在的自然转向社会的世界
  

当代人类生存所关注的矛盾已经从自然转向了社会,这种转向是当前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结果。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脉络,对于世界本真追根溯源的寻求,经历了从自然世界到理性世界再到生活世界

的转换。 这种转换表征着人类对于什么是世界“真正实在”的持之以恒的“终极”追问,探寻的结果最

终聚焦人自身囿于自我世界之中,聚焦以社会为中心来理解世界,而社会的聚合者是人类群体,因此

对社会的理解是对人的理解。
  

对于世界本真的追问经历了 3 个阶段的发展与转换。 一是自然世界观是古人对自然世界进行本

原探索的意义性理解,自然存在和人的存在实现了阶段性的合谋,这种合谋是人认识世界的产物,并

以自然之法则来揭示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并试图从自然中去寻找自己的归宿。 对于世界本原问题

的探寻似乎与人自身无关,人的生活实践完全依附于大自然的恩赐,建立在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人的作用和地位未真正凸显出来。 二是自近代以来,人类对于世界本真的追问从依赖外在自然世界

得以说明转向人的主体意识彰显对于客观世界的揭示与占有,开始从人的理性本质的张扬出发去探

究世界的统一性问题,用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将充盈着满足人的心灵需求的具有灵性与鲜活性的

灵魂依托从自然中剥离出来,把没有被人“污染”的纯粹客观的物理世界当作主体的认识、改造乃至

征服的客体对象,进而凸显出主体的理性特征。 这种主体彰显的理性力量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揭示转

化为现实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物质层面的极大丰富。 伴随着技术革命

的极大拓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自然世界越来越打上属人的烙印,属人成为世界存在和

发展的主体,人和世界形成了一个裹挟的整体,人在世界之中,世界依托于人的存在。 在这种转向的

基础上,人类存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远远不是人和自然相处基础上的生存关系,而是转变为人在发

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发展性危机对于社会的变相的威胁,其根本性要探讨的还是自身的问题[1] 。 这种

危机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层面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导致人与社会

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我的冲突等社会性危机的产生。 这些社会性危机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对

世界的追问方式的变化,即由审视自然本身转换到关注人自身,进而转向由人构成的集合体———社

会。 这种转换所引起的效应就是人的生存活动成为具有根本性、奠基性意义的集合。 它不再是依托

对外在自然的依附或者对外在自然的主体占有,而回应的是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这是现代社会必须

着重考虑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三是基于以上的理解性阐释,现代社会需要回应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

解决人类在自身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因此,它对世界“真正实在”的本真的追问,从“终极”的意义来

讲,脱离不了对人自身及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拷问。
 

就人的存在而言,对于“终极实在”之“终极”追

寻就应转换为这样的问题:“何者具有最基础、最本源的实在性?” [2] 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社会

生活的发展实质是实践,但凡是基于理论而引起了难以理解的事实,都会或早或迟地在人类实践活动

中被重新透彻地理解和消化。 这进一步强化了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意义和本真价值。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的
 

“实在观”对于终极的设定是:“把‘实在’当成‘实践’理解,同时也意味着把‘终极实在’当

成‘社会生活’去理解。” [3]对于人的存在性而言,作为世界“终极实在”的“社会生活”,构成了人的生

存境遇,自然也就成为解读现代“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人类”的“终极视阈”,它表征着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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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已由外在自然转向属人世界构成的社会。
   

二、人本质的理解:由理性的确认转向社会性关系的构建
   

理性是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为获得预期结果,冷静面对现状并快速全面了解现实,分析多种可行

性方案,判断出最佳方案且对其有效执行的能力,其本质是否定与怀疑。 古代社会对人的确认是基于

自然中存在的自然法则来解释人的生活依据和意义,近代基于探究世界统一性而凸显人的理性本质,

这种理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基于彰显科学世界的范畴来解释人的生活。 随着人类社会的主要矛

盾由外在自然转向属人世界构成的社会,“社会生活”成为当下对于世界的“终极实在”的旨归与依

存,成为说明人作为人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最为基础和本源性的生存境遇。 这种转换标志着人类社会

关注的主题转化为揭示属人世界中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这个基于人的实践活动搭建的彰显

主体投射形成的既包含自然世界又超越自然世界的展示舞台,表征着对人的本质的说明已不再是人

之前就已存在的外在世界,而是更为主要、更为根本也更加难以把握的人本身的世界。 由此,对人自

身最终的确定也从人类早期注重从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界加以说明,到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改造与

征服中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再转换到关注由于人过度彰显自我的主体性而带来的难以回避的自身存

在的矛盾与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生存与意义问题,人成为世界的核心和主体,属人世界由此得以确

立自己的历史地位。 这样的多样化矛盾与变化多端的问题并不仅仅需要谈及的是人在世界中是否能

够生存、利用什么手段生存等既具有抽象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的相关问题。 因此,对人认识的定位不

能从单一的自然人出发,也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需从人作为一种现实世界中基于多样的对象性

的实践活动而具体的存在者来加以理解。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他的对象性活动所创建的现实世

界必然成为人的自我理解的现实的、客观的依据和出发点。” [4] 这一定位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更替和交

互,同时这种更替和交互不断促进人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对人的认识的深化,进而在人类发展的

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与此同时,这种对人的关注与定位从自然领域转向社会领域,对人本质的认识需从基于抽象思

辨的观念“存在”来进行解释,进而转向立足于丰富的现实实践来解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价值与意

义。 首先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人存在的要义,同时人也是由这些个人构成的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

对于人的存在具有根本性意义。 因此,需要立足于社会生活考察人的存在。 “把人的生存问题当作

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研究,那么,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首先应当

加以关注的根本之点。” [5]再者,“人来源于自然,就此而言,人属于世界,但是,人的实践活动通过把

人的生命力量对象化,把自然界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把自然关系变换为‘属人关系’,从而使整

个世界‘活化’起来而拥有了生命的光辉,在此意义上,世界又是属于人的” [6] 。 这种原动力和根本性

力量来自人生命得以延续和存在的密码———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一种群体性

的活动,这种群体性活动建构了人之为人的社会学意义,同时也间接性构成了人之为人、人之于世界

中得以生存的根本性依据。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具有实践的本性,实践活动也就构成有生气、有活力、

有意义的世界的根源,也赋予了人以生命意义的生命活动形式。 因而,作为人生存方式的生活实践具

有其难以替代的独特性气质,这种独特性气质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的不断完善和重新构建之中,它超

越了个人本身的存在性质,形成了一种关系主体,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照与作用的主体间性。 公共

性体现为个体与他人之间存在基于关系而呈现相互联系的“共在”,主体间性体现为在人与人相互关

照与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人们能够彼此担当,筹划共同向往的社会生活,并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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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共同生活的生活世界。 在“社会生活共同体”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基础必然离不开社会实

践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生活实践的指向也必然关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作用

是如何发挥的。 因此,“实践活动必然指向人与人的关系,生活实践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与他人‘共

在’并不断向他人开放‘结缘’形成社会关系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既不能被蒸馏和

虚化为普遍性的、规定所有不同生命个体存在的‘人的本质’,同时也并非遗世独立的孤立存在,而是

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化’的‘个体’” [2] 。 人的现实生活成为人本身的存在基础,但其本体是

社会存在,这也导致了将社会存在、自然存在和人的存在都归结于“人的关系”。 基于此理解,马克思

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对社会生活构成人的生存境遇形成了有力支撑,也是将

“社会生活”视为世界的“终极实在”的合乎逻辑的必然回应。 由此,对人本质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

线性的,而是顺乎发展脉络地由理性的把握转向为对社会关系的现实性构建,由对自然的理解转向对

社会的理解,由对社会理解的构建转向对人和人、人和族群、人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社会化构建。
   

三、教育应有定位:由注重认知转向关注情感的培养
  

随着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由外转向内,由关注外在的自然转向属人的世界,对人的关注与定位也

从自然领域转向了社会领域,由此人的存在问题取代了客观存在的问题,情感问题也从人类关注的边

缘走向了中心。 具体而言,当人类的目光主要面向外部世界时,人们的探索是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客

体性前提与对象性基础是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预先理解。 同时,基于认识的属人属性,是人在认识过

程中彰显着主体性,是人的主体的彰显,是以人自身内部的结构和功能为基础而突出人作为认识主体

自身的力量发挥。 基于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体现为人通过内部世界的运转和活动,从而实现对

外部世界顺利接续和合理融入,接续和融入的范围和程度来自人对于自身整体世界的结构把握,也来

自人对于自身力量的全面彰显,更来自人现实认知水平的全面性发挥。 基于西方现代文明逻辑所倡

导的人的这种本质力量,依赖于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及其物化的科学技术的提升,人的这种主体地位

的彰显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推动着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 但这种作用发挥的

根本在于注重人的理性提升,在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忽视人存在于现实世界作为生命主

体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忽视了人的内在感受与世界的关联,将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混为一谈,抹掉

了人作为生命体的鲜活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联结被撕裂,否定了人生存的价

值和生活的意义。 这不仅对于个体的心理世界产生严重伤害,使人的内在价值得不到彰显,进而也造

成了人类整体的精神危机。 其结果不仅出现了人与自身如何安顿的矛盾问题,也使人与所依托的自

然、他人、社会等构成的存在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使当代人面临着如何构建其存在所需

的和谐环境问题。 而和谐环境的构建需要人具有与之相对应的素质要求,体现在人自身的发展应是

和谐协调的。 这种人和谐协调的发展应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下的现实表征,是围绕个体在发展过程

中所形成的人的张力和人所面对的环境张力之间博弈的最终状态,具体表现为:要么是人与自我在经

过思想博弈之后和谐发展,要么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及内部博弈之后和谐发展。 因此,当下对于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式的追问所应持有的态度就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充满实践的、活力

的和挑战性的。 “广义的形而上学,恐怕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永恒追求,是对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价值、

宇宙的根源……的了解和询问,这既是理智的,也是情感的追求。” [7]
 

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是根

本性的,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不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是人得以

生存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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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对于人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对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式追问的转向,也需要教育

予以积极的回应,这种回应需教育对人培养的关注点由只注重认知转向也关注情感的培养。 基于西

方文明逻辑所产生的现代教育,注重科学知识与物化的科学技术的掌握,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极大进步。 但存在的不足也日趋显现,在教育中对人的培养更多关注

的是知识与学生发展的外在关联,关注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认识能力,希望通过注重掌握

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提升把握自然规律所揭示的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性水平。 对知识

的系统掌握和理性水平的提升成为教育培养人的规格要求,作为人的说明不是他的价值、意义,而是

他的知识的系统性和实际技术运作能力,其结果是,人的本质的意义隐退了,人被逐渐还原为物,变成

缺乏情感、意志的知识工具和保存知识的器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教育中对于人的情感的关注也只

是从认识论出发,基于思维的认识规律,将情感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关注更多的是情感对于知

识掌握的作用,情感本身不是关注的重点,情感在教育中停留于“以情育人”,
 

而不是“育人之情”的

阶段,情感更多只是作为有助于掌握知识的手段,自身并没有成为教育的目的。 在教育中即使关注到

了情感,也主要探讨情感发生的理性基础,探寻情感反映的客观来源,分析情感的认识作用,侧重于关

注情感的“真”,淡忘了情感向善、尚美的精神气质;忽视了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善恶的标准以及调

节个人与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善”;遗忘了情感所具有的美的内涵、审美的标准而对人产生潜移默化

影响的诸如感受自然之美、崇高之美、优雅之美的“美”感功能。 情感应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统一体

现了情感不仅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同时也是情感社会化、现实化的体现,情感在社会生活中应该被视

为现实的客观存在来加以理解。 情感嵌入社会之中,情感是社会的,社会也是情感的[8] 。
  

为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从自然认知转化为对人发展的诉求,这要求教育超越过于关注人

的认知发展的倾向,进而实现教育的情感转向,弥补以往教育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当下中国教育也需

要同步超越过于注重学生认知而忽视情感的现状,实现教育的情感转向,以回应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

中所呈现的现实样态。 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的是物质、产品等社会生产的丰富性和多样

化,而随着社会整体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提升,社会体系构建开始逐渐转向“社会全面进步”,并开始关

注人精神价值的提升,这种转向回应了中国社会对于形而上的终极实在的追问也由外在自然转向了

人自身,转向了以人的生活作为最为基础和本源性的“社会”。 为此,中国教育要实现情感发展的转

向需要教育培养出的学生素质能够适应和引领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适应当下中国社会特征和所应具

备的社会性人格。 新的社会秩序需要社会性人格特征加以规范和奠基,以情感为纽带,构建能促进社

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情感体系,这种基础决定着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决定了未来人们

会生活在怎样的中国社会发展样态之中。
   

四、作为教育情感转向的社会情感学习
  

在当下的中国教育发展中,教育开始由单一关注学生的认知水平转向关注学生的情感培养,这种

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情感转向”具有不可逆性。 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情感学习,强调要在世界

范围内以提升教育质量为目的,以促进学生未来适应社会为期待,需要在教育中关注学生自我非认知

能力的普遍性提升,进一步改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处理心理问题、如何应对问题行为,通过对这

种实践中的软技能的学习,尝试构建一种新的、积极的、能有效改善人的认知特征的关系,从而形成一

种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人的品质。 通过社会情感学习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也积极回

应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这种期盼其实就包含着对生活的意义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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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种追问不是一个向外的问题,而是一个向内的问题,不是仅指向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更

多的指向人对自身存在状况的自省和反思;追问的是现阶段社会发展要廓清社会生产的重要性和社

会生活的重要性之间的博弈,除了要解决和面对人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生存问题,同时也要解决人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所需要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更需要应对人是自我性存在还是社会性存在抑或是两

者兼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回应能帮助在社会构建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完善。 对教育而言,

如何在现阶段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供相对“更好的教育”,是整个社会的追求和理想,但这种追求和

理想的实现并非唾手可得,需要教育领域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努力,除了关心学生认知水平的提

升,也需要全力以赴关注全体学生的人格品质、情感质量、责任意识和美好生活能力的提升;需要关注

学生个体与他者关系的形成与构建,在此过程中,全面提升学生对待人、物、事的技能,以期整体形成

当下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品质。
  

社会情感学习所倡导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旨趣积极回应了上述世界和中国社会对于教育发展的时

代诉求。 社会情感学习凸显了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内容,其目标取向是学生通过学习获取社会情感能

力发展的必选项:态度、知识和技能。 当学生在成长中面对比较复杂的情境时,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

结合个体感受、他人理解、社会互动等,一方面理解这种互动的基础和需要,另一方面也掌握了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核心能力,这就是社会情感能力[9] 。 社会情感能力不仅仅关注学生的自我认知,也关注

学生在对待他人、处理社会关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强调情感能力、人际

关系、社会规则各自的发展,也强调他们相互之间的协调;不仅仅强调学生在发展过程中对自我的识

别、对他人情感的理解,也强调在理解基础之上的调节以保证自己身心状态的良好;同时,还强调在社

会中要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积极关系,使人产生更多向幸福靠近的社会品质,这种社会品质的提升决定

着社会和谐和人的幸福感。
  

社会情感学习既是对人类当前阶段社会发展的回应,也是对当前阶段中国社会历史性变化的言

说。 它回应了在将“社会生活”作为人最为基础和本原性的生存境遇背景下教育应有的担当,进而在

此基础上也回应了在“社会生活”的世界中,无论谁为主体,关系的构建是关键要点,如何维护、如何

保障、如何协调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当下教育回应人怎样才更具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应

有的责任和担当。 它强调教育应培养人积极正向的社会性发展,因为任何个人都是生活在与他人和

社会基于关系的纽带而形成的联合体中,积极正向的社会性发展使人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

关联中形成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所需的社会品质,从这一意义上讲,人也才能称其为人。 对于社会情感

学习的理解尤为重要的就是要关注在当下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建构的,后来又

是如何作用的;关注人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既要保证自我的良好体验,也要保证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协

调互动以及相互之间正向的心理感受,强调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主观感受与经验的获得,进而使

其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彰显自身的主体价值,促进人自身的“人性”得到全面的提升与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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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ng
 

the
 

advantages
 

of
 

previous
 

education
 

and
 

eliminating
 

its
 

existing
 

defec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build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the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promoting
 

the
 

long
-ter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s
 

education
 

based
 

on
 

the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is
 

to
 

go
 

beyond
 

the
 

long-standing
 

Chinese
 

education
 

that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eaching
 

and
 

not
 

enough
 

to
 

educate
 

people,
 

and
 

to
 

go
 

beyond
 

the
 

bias
 

of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ignoring
 

their
 

social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social
 

reality
 

foundation
 

has
 

shifted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ternal
 

nature
 

to
 

the
 

social
 

worl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has
 

shifted
 

from
 

the
 

confirmation
 

of
 

rationalit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should
 

shift
 

from
 

only
 

focusing
 

on
 

cognition
 

to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emotion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of
 

students’
 

individual
 

self-development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re
 

inherent
 

stipulat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given
 

by
 

the
 

times,
 

it
 

is
 

necessary
 

to
 

go
 

beyond
 

the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of
 

one-sided
 

emphasis
 

on
 

knowledge
 

imparting
 

in
 

current
 

education,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even
 

society.
 

Based
 

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ound
 

personality,
 

stimulate
 

the
 

positive
 

power
 

of
 

people
 

and
 

themselves,
 

others
 

and
 

social
 

relations,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benign
 

operation,
 

and
 

promote
 

personal
 

happiness
 

and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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