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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有”到“生成”: 儿童
学习观的转换*

张 更 立

(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儿童学习观是儿童观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然而，由于人们对“儿童”、“发展”及“幸福”

等持有不同的观点，便衍生出了有关“学习”的不同观念。这些学习观各具认识论基础，表现出不同的

特点，对人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学习即占有”，它是人们在现代功利社会背景

下，依据“成人-儿童”二元比较的他者思维框架，建构的以“匮乏”为基点、以“功利幸福”为目的、以“占

有”为手段、以“效率”为标准的儿童学习观。这一学习观由于其特定的观念基础和价值追求，而使得其

表现出根本的自身缺陷性。其实，超越二元比较的理解框架，直面儿童本身，儿童实际上并不是一类本

质先定的匮乏性存在，而是拥有丰富发展潜能的生成着的人。“学习即生成”，即是儿童内在的生命潜

能在与环境的开放性相遇中生长变化的过程，儿童生命的内在规定性构成儿童生成性学习实现的基本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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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似乎已被人们公认为是儿童在童年期应该从事的“正事”，儿童未来的幸福和成就也似乎只有

维系于学习，由此，学习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儿童的主要论题。然而，由于人们所持有的儿童观、发展观

及幸福观各不相同，便衍生出了性质各异的儿童学习观。根据儿童的学习是着眼于储备未来，还是立

足于童年幸福，我们把有关“学习”的观念分成两类:“学习即占有”和“学习即生成”。这两类学习观各

具认识论基础，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特点，对人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理解儿

童，澄明学习，转换观念，是促进教育变革，发挥教育作用的基本条件。

一、学习即占有: 作为“匮乏者”存在的儿童之宿命

( 一)“学习即占有”的观念逻辑

随着科技革命的推进，人类力量的彰显，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殷实丰富起来，这使得人们物欲膨胀、
物化思维泛滥，结果导致功利化幸福生活观占主导地位，人生幸福的指标由此主要变成了可量化的经

济指标。幸福不会天降，它是基于人自身的能力和条件由人自己创造的，所以，人要想生活幸福，就必

须拥有创造幸福的能力和条件。在科技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语境中，科学知识和技能成为现代人力资

本的核心成分，诚如王啸( 2003) 所说，“一个人的科学知识越多，他就越有可能在市场上卖一个好价钱，

在社会上谋得一个好职业，在谋生中获得较高的报酬”。受此观念逻辑的影响，以占有科学知识技能为

追求的生存成为现代人认可的唯一可能的、自然的生活方式。于是，在这样一个以占有为追求、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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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来衡量一个人身价的社会里，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占有功用性知识和技能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迫

切生存需要。“我不得不总那样贪婪，因为占有就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占有的越多，我的生存实现得也

就越多……我嫉妒那些比我占有得多的和害怕那些比我占有得少的人”( 弗洛姆，1988) 。“占有”成为

现代人性格结构的核心组成成分，人成为“占有者”。
在功利化幸福生活观的诱惑下和深层占有心理的影响下，现代人在关照自我的同时，因关照儿童

而出现了父母角色自信与焦虑的矛盾。一方面，人们自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可以给子女一个物

质丰裕无忧的童年生活; 另一方面，却又清楚自己不可能供养子女一生，孩子成年后的幸福生活终究要

由自己创造，再加上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于是，人们在保障孩子衣食无忧的同时，又极度焦虑孩子的未

来社会竞争力，迫不及待地期望子女尽快占有创造功利幸福生活所需的条件，形成创造功利幸福生活

的能力。由此，人们在“本体论”和“功能论”的匹配中对儿童展开了进行占有的理据探寻。由于“本体

论”是以成人的理想“成熟模型”为参照指向儿童的特征分析，“功能论”以成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为依据

指向儿童存在价值的阐释，所以人们在这种“特性分析”与“价值实现”的匹配中理解儿童的方式，是一

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框架下的“他者”思维方式。依据这种思维方式，通过“成人-儿童”之间的比较来理

解儿童成为了人们最惯常的方法。首先，从“本体论”的角度，Jenks( 2005) 指出，“成人以‘成熟假设’为

依据所进行的一系列‘科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在各个方面极为‘匮乏’的儿童形象。”这正如诺德曼

( 2008) 所说，“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童年的不足来界定童年。”由于作为“匮乏者”的儿童还不具备

创造功利幸福生活的能力和条件，进而从“功能论”的角度，儿童应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准备也就在情

理之中了。也就是说，成人并没有因为儿童的“匮乏”而对其失望，成人通过系列性“研究”，发现儿童

拥有能够“弥补”自身“匮乏”的能力和条件，例如，他们有超强的机械记忆能力和模仿能力。对儿童而

言，先利用超强的机械记忆和模仿能力占有有“价值”的知识和技能是最重要的，现在不理解并不要紧，

随着个人心智的发展，他们可以像牛一样再慢慢地“反刍”、“消化”。人们认为，儿童现在占有的越多

对他们的将来越有好处，儿童的童年生活过程由此主要变成了占有性学习的过程，“占有”成为儿童童

年生活的“魔咒”。
( 二)“学习即占有”的根本缺陷

就其实质而言，“学习即占有”是以儿童的“匮乏”为基点、以“功利幸福”为目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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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具有伦理意义的，它饱含对学习者生活状态以人文关怀。占有性学习却由于预设的功利幸

福而使儿童的学习违背原初意义，发生异化。这一学习观由于忽视儿童先天潜能和成熟的作用，排斥

儿童当下生活的兴趣和需要，驱使儿童远离适宜于自身成长的独特文化生态环境，从而使他们找不到

足够适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食粮，丧失本然的内源性学习动力。占有性学习实际上是在

抛弃原本的力量，而在模糊的机会中寻找动力。当然，儿童的学习不排斥为未来做准备，但它不是把忽

视甚至是鄙视现在当作预备未来的目的。杜威( 2005) 指出，“真正的预备是一个人从其现时具有的经

验中得到当时对他有用的全部东西”。其实，正是由于现时经验的这些条件，一个人才能为未来做好准

备。否则，学习如果割裂了未来和现在的统一性，它就没有内源性的指导力量，必须借助额外力量才能

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儿童的学习原本是不需要外力操控的，一旦它追求儿童当下生活幸福之外的目

的，使学习和生活变成对立的两件事，便由此会导致儿童的学习成为依靠外力的机械活动。
3． 学习过程割裂了过程幸福和结果幸福相统一的状态

学习的过程幸福和结果幸福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如果儿童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它就可以凭借自

身让主体在学习过程中足够地体验到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幸福，也只有学习过程本身是幸福的学习才是

有意义的。否则，“仅仅作为结果而存在的幸福实际上总会被行动的不幸福过程所抵消，至少被大大削

弱”( 赵汀阳，2010) 。占有性学习由于坚守“功利幸福”的立场而离间了学习与儿童当下生活的有机联

系，忽视了儿童发展的基础条件，致使学习结果的预设幸福，被学习过程的痛苦所抵消，儿童的学习在

远眺“未来”中成为机械被动和痛苦煎熬的过程。这样的学习过程由于缺乏健全的学习生态，因此它特

别强调依赖外部的刺激和控制，迫使儿童通过机械记忆和模仿训练占有、储备“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此外，占有性学习还由于过分强调追求学习的速度和效率，导致学习过程成为一个悖逆儿童自然成长

节奏和次序的被驱赶的过程。诚然，儿童的学习如果违背儿童生命成长的自然节奏和次序，忽视儿童

发展的需要和时机，急于得到生长的结果，儿童的大脑将不堪重负，精神也会萎靡不振，结果恰恰会使

儿童丧失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和兴趣，导致儿童较低的发展水平，甚至使儿童的整体性发展产生紊乱。

二、学习即生成: 作为“生成者”存在的儿童之诉求

超越“成人-儿童”二元比较的理解框架，直面儿童本身，儿童实际上并不是一类本质先定的匮乏性

存在，而是拥有丰富发展潜能、充满开放性的生成着的人。生成发展是儿童作为人的生命过程所固有

的特征，然而，儿童的生成发展必须以其天赋基础和得自外部世界的环境经验作为条件才能实现。所

以，儿童自出生后依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凭借天赋的“有吸收力的心理”与环境积极互动，主动吸收环

境经验以生成自我、创造自我的过程，即是儿童的学习过程。在儿童期，学习对儿童而言具有生存论的

价值，它遵循儿童的生活兴趣，内源于基于儿童生命自然节律的生成发展需要。儿童在自己的学习过

程中不希求占有什么，“他们心中充满欢乐和创造性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及与世界融为一体”( 弗洛

姆，1998) 。生成性学习过程中，儿童展现着生命生成创造的蓬勃朝气，体验着学习的过程与结果相统

一的幸福。具体而言，儿童的生成性学习表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 一) 生成性学习遵循真正的兴趣原理

儿童的生成性学习不是一个由外力驱使的被动机械过程，而是一个遵循着真正的兴趣原理，伴随

着积极体验的生命生成创造过程。杜威( 2008) 指出，“兴趣存在于行动者自己生长的同一个方向，因而

是生长所迫切需要的，如果行动者要自主地行动的话。”也就是说，儿童真正的学习兴趣是一种与儿童

生命生长方向相一致的内在力量，它是儿童生命生长的信号和状态。由于儿童的学习兴趣“不是已经

完成了的东西，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所提供的那种力量，而不是它们所表现出的种种的成就”( 杜威，

2008) ，所以兴趣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便自发地成为儿童学习动力的天然根基。他认为，儿童生而至少拥

有四种兴趣: 谈话和交际的兴趣、制造或建造的兴趣、艺术表现的兴趣、探索或发现的兴趣。儿童的这

些兴趣是一种不需要任何投入便天然存在的资源，通过运用这些天赋资源，儿童获得生动活泼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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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生成性学习是一种基于个人兴趣，并指向其自身生成发展的活动。杜威( 2008 ) 指出，“( 只有)

当我们承认在儿童的内部有某些迫切要求发挥出来、需要表演出来以及使它们自己产生效用、获得训

练的力量时，”儿童的学习才有一个自己的可靠基础。遵循这一内源性力量指导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极

富智慧的过程，它使儿童形成独特的自我生成方式，保持对环境的高度敏感性。儿童经由这种学习过

程获得的经验是直接进入其心理生活的，它们在内部发生“心理化学”反应，创生着儿童的“心理肌

肉”，而且这一过程总是充满着欢乐。由此，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一切而不知自己是在学习”( 蒙台

梭利，2002) 。所以，对儿童而言，教育者为其创造一个有准备的环境远比直接的强化灌输与训练更加

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 二) 生成性学习强调以直接经验为基础

儿童的生成性学习不同于以客观主义经验论为基础的“外部输入”性学习，它强调以儿童当下生活

的经验、兴趣、需要、能力为出发点，强调儿童学习的主体能动性和直接经验基础，重视儿童生活和游戏

在儿童学习与生成发展中的独特价值。由于生成性学习，“是同他们自身能力所提供的动机和他们的

周围环境所激起的各种需要密切联系着的”( 杜威，2008) ，所以儿童只有经由这样的学习才能真正获得

生命的健康成长。任何认为儿童的生活活动和游戏活动是无目的、无意义的观点都是武断的。事实

上，儿童的各种活动是一些方法，利用这些方法，儿童熟悉自己的世界，学习使用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

能力的限度。基于此，成人如果阻碍儿童遵循内源需要和兴趣的活动，或是对儿童这些看似“无意义”、
“闹腾”、“重复”的活动感到厌烦并加以干预的话，这就不仅是在剥夺儿童的幸福和健康，而且还把儿

童寻求生长的主要途径切断了。因此，我们应珍视儿童学习的生活兴趣和游戏精神，积极创造有准备

的环境条件，为儿童提供充分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直接经验性的学习机会，让他们尽情地

在游戏和生活中进行学习，汲取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精神营养。
( 三) 生成性学习追求整体性发展

人是作为具有完整个性的主体存在的，“人在本性上和在常态中是一个整体。只有理智与情绪、意
义与价值、事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品性和智慧的整体”( 杜威，2005) 。儿童是完整的人，儿

童的学习与发展过程是整体性的，在此过程中，儿童欣然敞开自己，激动地拥抱世界，并以“整体”的方

式积极与环境互动。由此，一方面，儿童的学习在认知、兴趣、需要、情感态度、经验能力等方面表现出

高度的整体统一性，学习情境产生了适合于学习者个体特征和经验的意义性联系，学习过程给学习者

带来了满足感和幸福体验，促进了学习者自我结构的整体性变化，让学习者成为了自信的、有能力的学

习主体。基于此，在对儿童学习的理解上，我们必须放弃任何通过将知识与生命体维持生命的行为相

分离而使前者“独立自足”的认识论。另一方面，在儿童的学习过程中，儿童的生活世界是以“整个的”
方式呈现在儿童面前的，“儿童所关心的事物，由于他的生活所带来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兴趣的统一性，

是结合在一起的。凡是在他的心目中最突出的东西就暂时对他构成整个的宇宙。那个宇宙是变化的

和流动的，它的内容是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和重新组合”( 杜威，2008) 。总之，儿童的学习表现出显著

的生态完整性和动态生成性。

三、基于儿童: 生成性学习实现的基本条件

基于儿童期生命的特性，儿童的生成性学习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定性，这些内在规定性构成了儿童

生成学习实现的基本条件。
( 一) 未成熟性: 儿童生成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儿童的生成发展源于儿童的“未成熟性”似乎已被人们普遍认同。然而，由于人们理解“未成熟

性”的理论视角、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存在根本性差异，便产生了性质各异的“未成熟性”观。按照本质

主义思维的观点，人们往往在“儿童-成人”的二元比较中，以“成年期”为衡量标准来理解儿童，结果“我

们往往把未成熟状态只是当作缺乏，把生长当作填补未成熟的人和成熟的人之间空缺的东西”( 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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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儿童的“未成熟性”被认为是消极的，儿童被认为是一类匮乏的缺陷性存在，而标准化的“成熟

模型”则是儿童生长的理想标的，儿童要尽快度过自身的“缺陷期”，达成成人生活的理想态。所以，在

本质主义思维看来，具备缺陷特质的“未成熟性”使得儿童生命的生成发展指向预设的理想化的成人世

界，预设的理想化“成人形象”是目的和终端。
其实，依据生成性思维的观点，“未成熟性”并不必然是儿童的先天缺陷，正如杨宁 ( 2003 ) 所说，

“它在儿童的生命和发展中可能起着适应作用。童年期的某种特征也不是为了成年期做准备的，进化

通过这些特征使得儿童适应他们当前的环境而并不是为了他们适应将来的环境。”生成性思维反对将

儿童的“未成熟性”看作是消极的、匮乏的，相反地，“未”却有积极之义。这使得“未成熟性”在新思维

范式中与儿童的生成性学习重新交织出新愿景。以生成性思维为理据，着眼于儿童当下生活幸福和生

命生成发展的生成性学习重估了儿童“未成熟性”的价值，并将其看作是儿童生成发展的首要根据和关

键动因。儿童的“未成熟性”并不是其与成人的“成熟状态”比较的结果，它是儿童自身本然具有的特

性，它蕴含着儿童生命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推动着儿童在生成性学习中不断地体验着生命的绵延创造。
可以说，“未成熟性”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所提供的那种力量，而不是它们所表现的那种成就”( 杜威，

2005) 。因此，杜威( 2001) 指出，“我们如果不用比较的观点，而用绝对的观点来看，未成熟状态就是指

一种积极的势力或能力———向前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指向于儿童生命生成发展的学习得以可能，

它使儿童在积极的学习中汲取能改变后来活动的种种因素。
( 二) 内在时间: 儿童生成性学习的基本标度

生命问题是科学、哲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其生命哲学中

指出，我们只能从时间里把捉人的生命及其意义，而时间又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 科学的时间和真正的

时间。他认为，科学的时间实际上是一种人们利用语言和智慧概念建构起来的、作为纯粹介质的钟表

时间。由于科学的时间因其客观性、均质性和可计量性等特点而迎合了现代人对确定性、精确性和高

效性的追求，科学的时间成为了现代人生产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参照标准。然而，科学的时间却不能反

映生命的本真及其意义，也不是生命绵延创造与生成的真正标度。生成性思维认为，生命的生成过程

并不是以客观时间为标度的可以任意妄为的线性过程，生命的发展是以自己的内在时间为标度的绵延

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伴随不确定性、随机性和创造性的复杂过程。由于每一类型的生命绵延生成的

节奏和与环境互动形成的张力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不同类型的生命体都有着自己的生成创造的内在时

间标度。
儿童生命的生成发展过程有着自己的节律和与环境形成的张力。因此，蒙台梭利等人告诫人们，

儿童有着不同于成人的内在精确时间表，成人不要随意扰乱它们，让儿童做自己发展的主人。由于儿

童的内在时间表来自最为精巧的大自然之手，任何与内在时间表相抵触的人为设计都将徒劳无益，只

有当外部时间表与内部时间表相匹配时，外部时间表才可能发挥作用。因此，在生成性学习的视域中，

儿童并不是一个柔弱无依、跟随成人节奏和需要成人智慧填塞的“匮乏性存在”，而是一个具有崇高尊

严的、自我引导着“按照精确的时间表在愉快与欢乐中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创造宇宙中最伟大的奇

迹———人———的工作的人”( 蒙台梭利，2002) 。儿童的生成性学习是一个极富智慧的过程，儿童在此

过程中释放自己的兴趣、需要和本能力量，经历着生命的绵延创造。也就是说，儿童的生成性学习是以

内在时间为依据的，它让儿童在鲜活的当下生活中体验到生命生成创造的幸福。正是基于这样的意

义，从长远发展来看，儿童的生成性学习更有利于儿童健康发展和生活幸福。
( 三) 自由: 儿童生成性学习的基本保障

基于生成的理念，对个人而言，个体生命的发展是以个体潜在的发展可能性和适宜环境为条件，通

过彰显个体主体性的生命活动实现的。由此，蒙台梭利指出，只有通过“环境经验”( 经由彰显个体主体

性的活动获得的) 和“自由”，个体生命的生成创造才能变得现实可行。换而言之，自由是生命生成活动

的基本属性，经由自由活动，个体获得符合生命内在规定性的生成发展。什么是自由的活动呢? 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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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生命哲学关于“自由”的理解或许能给我们以启发。但是，要想理解柏格森的自由观，必须结合他的

“生命”、“绵延”等概念。他将人的生命区分为“表层自我”和“深层自我”两类。无疑，柏格森的自由必

定是和深层自我有着根本关联的自由。它的根本起点不在任何抽象的社会关系之中，也不在我们已经

分裂成各个抽象元素的表层自我的那些间断状态之中，而是源于深层自我持续不断的绵延创造。真正

的自由是人格之事实，正如涂艳国( 1997) 指出，它“是人们按照主体本身所固有的内在本性要求去支配

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由。主体自己本性的要求成为他活动的目的，成为他在塑造自身存在、发展自

身的需要和能力时的真正准则。”由于柏格森的自由观念意欲表达的是人类存在之为存在的属性，是个

体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自主实现自我的活动状态。所以，在柏格森这里，真正自由的活动“就是指那个

活生生的深层自我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创造出来的那个类似于‘瓜熟蒂落’的行动本身”( 王理平，

2007) 。
儿童的生成性学习作为彰显个体主体性、实现个体生命成长的活动是真正自由的，经由这样的活

动，儿童内在的生命力“便在我们称为‘生命之享受’中得到表现。儿童总是热情洋溢，总是幸福快乐”
( 蒙台梭利，2002) 。但是，在实际的占有性学习中，儿童的“深层自我”却因成人强加的诱惑与逼迫经

常遭受“表层自我”的侵扰，致使儿童在学习中丧失了生命内在的绵延创造之力和学习的意向与激情。
这时，各种外部力量和目标实际成为了儿童学习的目的，于是儿童只能被动地听任自身进入这样或那

样的存在状态，并最终经常生活在焦虑无聊的状态中。因此，生成性学习实际上就是要开启儿童生命

创造的潜能，让儿童重新拥抱自由，重新置于自我绵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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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ossession to Generation: Transforming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Child Learning

ZHANG Gengli
(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 It seem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a child should be engaged in learning，and that his future hap-
piness and accomplishments rely on his learning outcomes． Increasingly，child learning has attracted people’
s great attention． However，there ar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f the child，child development and happiness，

leading to different concepts of learning closely related to child development and happiness． These learning
concepts each have their own epistemological basis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and have exerted influence
on people＇s educ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to varying degrees． Therefore，in promoting education reforms，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child，clarify child learning and transform the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i-
dea that learning is possession is a concept of child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utilitarian socie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adult-child binary comparison，this concept is built on“scarcity”，and it takes utilitarian
happiness as the purpose，possession as the means and efficiency as the standard． This kind of learning con-
cept has its defects due to its specific conceptual basis and values． In particular，the concept invert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a child’s life and his learning，ignores a child’s active endogenous learning power，and
separates the process of happiness from the results of happiness in child learning，and the holistic state of
learning disappears．

In fact，a child is neither inherently fixed nor a passive existence，but a generative human being who has
great potential of development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adult － children binary comparison． Besides，genera-
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a child’s life process when regarded as a human be-
ing． The idea that learning is generation implies the process of a child’s self-generation and self-creation． In
this process，a child actively draws on his life experience based on his own needs and interests，and employs
his psychological absorbability to inte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frequently．

As child learning is a generative development arising from his natural rhythm，it is of survival value．
Specifically speaking，generative child learning is not a passive mechanical process driven by external forces，

but a creative life proces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genuine interest with a lot of positive experience． Genera-
tive child learning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external input，which is based on the objectivist empiricism． It em-
phasizes learning subjectivity and autonomy，which is based on direct experience． In addition，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nique value of a child＇s life and games in the process of his generation and develop-
ment． Generative child learning is holistic． In the process，a child is ready to open himself，excited to em-
brace the whole world，and active in interacting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an integrated way． In the generative
learning，a child experiences the unified happiness of the results and processes． Furthermore，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hild’s life，this generative learning has its own internal definition that constitutes the bas-
ic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enerative learning． In other words，while immaturity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for generative child learning，internal time is the basic scale and freedom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Keywords: child development; learning concept; possession;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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