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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雅斯贝尔斯教育观
                   对MOOCs发展的启示 *

刘和海，李子梦①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雅斯贝尔斯指出教育的本质是“人的灵魂教育”，强调“存在、自由、超越”的教育意义、教育

任务与教育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存在主义教育哲学观。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泛在学习背景下，雅斯贝

尔斯的教育思想突显重要。如MOOCs是一种大规模的在线网络课程，利用互联网、计算机等信息技术进行传

播课程教学，知识可以在短时内超越时空，高质量、便捷、开放性的完成学习与交流。然而在强调“人的灵魂

教育”时，雅斯贝尔斯的教育观可能会对MOOCs课程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与指导价值。如从教育意志与唤醒中

推动“MOOCs”的养成学习；从教育信仰与自由中撬动“MOOCs”的自律学习；从教育交往与陶冶中强化

“MOOCs”的沉浸学习，从而从另一个层面推动我国MOOCs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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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的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
育》一书中，充分表述了自己的教育观点，从“存
在、自由、超越”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自己的教育思
想。他认为，“教育是人类灵魂的教育，其本质就
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教育过程中，教师
是学生的‘催产者’，不仅仅注重文化课程的教
授，更要注重师生之间的平等交往，注重让学生形
成‘全人’”[1]。

MOOCs是一种大规模的在线网络课程，通过
互联网、计算机技术、便携电子设备等信息技术工
具，使知识传递可以在短时内完成，具有高质量、
便捷、开放性。首先，MOOCs有庞大的课程资源，
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能够线上授课、线下提
问与交流；第二，MOOCs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学
习者自由选择自己所需所求课程，可以随时随地从
网络中下载或者在线观看MOOCs课程，对一些缺
少优质课程资源的地区学校或者想学习某种技能的
个人具有方便性、快捷性与普教性；第三，MOOCs
形式简单，只需一个网络环境、一台电脑或者手机
等终端设备，学习者就可以进行学习，没有传统课
程中的相关教学资料、不需要集体教室，更别说学

校，学习者就可以独立地进行学习。就MOOCs的这
些特点，MOOCs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同时，从雅斯贝
尔斯的教育观中思考，这种教育形式是否大范围适
用于今天的中国教育？或者说它能否真正意义上体
现教育的本质呢？是否可以构建更好的MOOCs来促
进教师与学生的和谐教育关系？在模棱与混沌中，
不妨借鉴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或教育观，来思考
MOOCs的生态化发展问题。

一、意志与唤醒：推动“MOOCs”养成学习
的转型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精
神成长的过程”[2]，同时强调“专门技术训练只会
将人制造成最有用的工具”[3]。在我们对雅斯贝尔
斯的理解看来，他认为教育不是知识的填鸭灌输，
知识是用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它作用于人，使
人感到精神领域的饱满，绝非为了把人当成一个
灌充知识的盒子。“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
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4]人之所以为人，
不是因为他的外在身材高大，而是在于人的精神与
他一生的目标。精神是一个人的思维活动，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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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可谓灵魂所在。从这可以反思在教育这一过程
中，只培养一个人的学识是不够的，更要注重精神
的培养，精神的需求使人富有人的意志。学生通过
大脑的思维活动，不断地训练强化自己的意志，通
过语言和行为表现出自己对学习目的的追求，这是
由知识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转化。而雅斯贝尔斯强调
的“意志”，是指“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
目的调节支配自身的行动，克服困难，实现预定目
标的心理过程。”[5]这体现出意志在学习活动中的
统帅作用，坚定的学习意志引领你不断地为了完成
学习目标而制定适宜的学习计划，从而才能在知识
的渴求之路上充分地发挥你的智慧，即“志不强者
智不达”[6]。

教育是立国之本，人生为人，教育树立其灵
魂。科技在最近迅速发展，将之运用到教育上来是
势在必行，所以我们中国有了互联网教育等一系
列手段进行教育信息化建设，从而更好地实现教
育现代化。就中国而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早
期人类的产生原始社会，教育在中华大地就开始孕
育而生。而MOOCs至今不过短短五年的历史，在
MOOCs出现在教育界继而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身边
时，我们感受到了更新教育手段的重要性。MOOCs
具有对教育的革命性质，但它无法动摇教育的根
基，因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是灵魂的教
育。MOOCs由知识点划分，一节课不同于传统课
堂的四十五分钟变成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可以说
MOOCs是知识点建构的学习方式，即使它有完整的
教学计划，教学课时安排，但是它始终是一个知识
的工具，并没有唤醒学生的灵魂的过程，无法培养
和生成学生的灵魂世界。不管是课后的随堂测试，
还是课时中或最后的检测，不过是对知识点的考
察，在这里面没有一个学生的精神成长，看不到一
个学生的意志表现。

因此，便有人提出“MOOC s只教书不育
人”，事实即是如此。在中国古代，在孔子开办学
堂讲“文、行、忠、信”，他推崇自己的政治主
张，他的主要教育对象是士，他的教育的目的是为
了培养他认为的“君子”，这是他的教育的理想人
才，从而改善春秋以来“天下无道”的局面，以实
现他的理想社会。在现代，新兴的MOOCs也有类
似之处，如今教育需要国之栋梁，有为的青年建设
中国的未来，所以社会注重培养的是掌握某项技能
的顶尖人才，这样的人才队伍在国家大力发展的时
候才有直接推动作用，MOOCs课程倾向于某一项
专业或技能的培养。然而教育是不可计划的。在这
种专注于人才论的培养模式下，学生企图学习有用

的知识，而不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最初学习的目
的应设定为寻求自身的最优发展、应该是对理想的
追逐。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是培养全人，这有助
于学生既能形成对社会环境的理解、感悟，也有助
于自我意识的形成。他还说：“教育目的在于清楚
当下的教育本质和自己的意志。”[7]人首先成为自
己，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活力有灵魂的个体，加入到
社会这个大群体中，给世界带来明朗，并始终坚持
自己，有自己的原则并自由的发展成长，即使社会
变化，每一个个体都有精神的承载，不为其所附，
世间的变化以自身适应或吸收从而发展，不会随波
逐流或消失殆尽。

养成式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我训
练且成长，比起对知识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个
人意志的形成，逐渐发展自身的良好学习习惯、掌
握获取知识的技巧、完善自我成长的个性化学习思
维，最终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不局限于某一
专门知识的学习，而是为服务并启迪未来的学习生
涯。因此培养MOOCs的养成式学习方式，则需要
更多的教师与学生的精神交流。若MOOCs仍想坚
持正式学习的道路而不是成为一种资源型的非正式
学习，则应当逐渐向小规模的教学模式转型。小规
模的教学更有助于教师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不仅
仅只是完成教学任务。教育者们要投入比以往更多
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教课之外的事情，学生在获取
知识之后他的学习并没有结束。通过教师对学生的
答疑、作业及测试的反馈以及两者间思想的沟通，
从而更能关系到学生个体的内心活动及思想变化而
不仅是知识的掌握情况。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MOOCs课程制作更倾向于讲述知识点的视
频，我们认为教师及其工作团队不仅要关注知识的
传输，更要以教育为本的出发点，对学生的学习生
活要有更多的指导意义进而形成养成式学习文化。
学生因此能够进行反思并培养其反思意识，明白自
身的不足和优势从而建立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学习目
标，对在未来的学习及生活都有潜移默化的帮助。
再者，可以对学生的层次或专业有更为详细地划分
从而促进了个性化学习。由此，可改变MOOCs“教
书不育人”的现状。

二、信仰与自由：撬动“MOOCs”自律学习
的支点

雅斯贝尔斯在论述教育目的时，指出：“教
育需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8]。所谓
信仰，就是心灵的向往，这可以看作学生学习的内
在动机，其次才有知识和技术的参与。他还认为，
教育是人与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传授知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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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领悟生命内涵、规范意志行为，要让文化的
传承者按照天性自由生成[9]。雅思贝尔斯的观点就
是，教育是自由的生成，即学习者能够按照自由的
意志、具有自发性地充分发展其内在心灵和外在行
动直接的联系，从而可以使其本我的潜能得到挖掘
和进步。

所以，教育是自由的，强调人的自由抉择对生
命的意义。这一点对MOOCs来说，正好切合了雅思
贝尔斯的意愿。因为，在MOOCs中，人们可以根据
自身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需要掌握的知识内容进行
自我培养，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和接受教育，从此
可以反映人们的主体价值和主观能动性。MOOCs需
要坚持其自由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
积极作用。不试图强迫受教育者接受某些知识，这
点MOOCs在建课之初大家就有相当的默契，因为
在你选择这门课时，学习者已经有一定的受教育指
向，知道自己通过这门课可以学到什么，达到自己
的学习目的。所以，MOOCs不能算是完全的计划，
学习者多数没有束缚，都是主动的选择，是主动的
求助。但是，自由的学习环境下以学生为主的无约
束的学习方式也很有可能造成学生对学习的散漫与
无疾而终。

因此，MOOCs在开课过程中，学生的自律问题是
亟需关注的。什么是自律学习？1977年，Bandura详细
地提出了自律学习理论(Theory of Self-regulation)：学习
者的行为动机取决于其自身的自我效能意识，而行为
动机的维持则依靠学习者本人主动设定学习目标、进
行自我评价与自我反思[10]。学生在MOOCs平台选择参
加该门课程后，虽然学生可以不受地点时间空间的限
制进行学习，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学生失去了如传统课
堂中课程表的时间管理，教师也不能对学生进行充分
的课程监督，学生不能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合理的安排
或者缺少责任感，从而出现了高退课率的现象。如在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与斯坦福大学的“MOOCs”退课率都几乎高达80%-
95%，如伯克利分校开设的软件工程学课程，完课率
只有7%[11]。在中国，根据2015年底MOOC学院与一
些媒体和知名慕课平台发起的“2015在线课程学习
大调查”反映，在未能完成课程学习的人中超过一
半的比例(54%)是因为“自制力差或拖延”[12]。与
中国传统课堂不同(主要指中小学课堂)，学生按照
学校规定，课程表的安排在教室上课学习，有相对
应的教师上课，还会有班主任、教导处，教完善的
教育体系。然而MOOCs却是自由的，课程发布在网
络上，由学生自己选择，试听不喜欢便可以随时放
弃。学生的注意力的集中时间很短，正常传统课堂

一节课四十五分钟，然而学生集中注意力听课的时
间远小于此，MOOCs的教学全靠学生自己的内驱
力、自我监督，没有教师的鞭策、监管，学生随时
就有可能从“课堂”离开。更多的是浅尝辄止的学
习停留在表层的见识，更别说深层次的领悟和进一
步的探索创新了。

成为拥有信仰的教育，MOOCs目前还达不到
这点，由于MOOCs课程的短时性、碎片化的教学方
式使教师更加注重知识内容的传递，从而忽略了培
养学生的自律性，更容易使得学生的学习缺少结构
性而分散，教育的信仰往往由教师体现，然而在一
堂在线课堂中的教师却近乎难以做到这点。雅贝尔
斯思说：“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
是一种劝学的态度。”[13]在中国传统课堂中，我们
可以说“劝学”的现象很普遍。更严重的是中国的
学生不知道为何而学，是为了学分还是觉得这个年
龄阶段就应该上学，并非出于对课程产生的兴趣，
这样的出发点将不能很好地利用MOOCs完成学习。
在MOOCs平台中教师们不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学生如何解决困难，以及如何
让学生与学生之间更好地交流学习，从而更好地实
现教学，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
决的，更何况在简短的一个MOOCs视频里。

那么，我们应建立更加完善的MOOCs课程系
统，让学生学到一整套的专业知识并且培养学生的
责任感和自主性，也就是说使得MOOCs不再是一种
补充方式的非正式教育而让MOOCs的教育事业更
具有信仰，在更加职业化、技能化的MOOCs课程
中，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通过学习获得什么。而在
MOOCs投入到中小学课堂中时，中小学学生对于
教学目标常常比较模糊，导致对课程的学习缺乏目
标，而失去持久与耐力。这时候我们就要采取教师
的导入课，使学生明白学完该课程我该了解什么、
掌握什么、学会运用什么，并且这种MOOCs课程的
设计要有更明确的课时安排、课程计划，这样才能
增强学生学习的动机。同时，可以对学生的层次或
专业有更为详细地划分从而有利于有层次的教学目
标分析。其次，我们要知道MOOCs虽然是当代教育
信息化的产物，但是不可过度追求网络和媒体技术
手段使用，从而忽略了教育本身。技术是辅助，应
当作为推进教育教学的手段。最后，我们可以控制
班级学习人数和一定的入学门槛的限制，这有助于
筛选出一些真正想学习拥有端正学习态度的学生。
学生进行MOOCs学习，学生在使用“自由”的权力
的同时，更要自己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习，这是发自
内部的“信仰”，从而支持学生的个人学习，成为



25

Distance Education and Online Learning
远 程 教 育 与 网 络 教 育2018.1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72期

一种力量。

三、交往与陶冶：强化“MOOCs”沉浸学习
的共鸣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方法，不是将教育塑
造成权威，而是在交往和陶冶的过程中培养学。他
还认为教育不是简单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而非理
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14]。并主张苏格拉底的教育
思想：“对话是探索真理与自我认识的途径,获取
真理要通过人与人的交往。” [15]同时强调：“教
育不是知者随便带动无知者，而是使师生共同寻求
真理。” [16]交往，是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灵魂
交流，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理解，是平等对话和
思想碰撞的过程，是两者的共同发展。陶冶，是个
体对外界的探索，这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
后天习得的才能，通过陶冶搭建交往通向唤醒的桥
梁，建立一种沉浸性的学习方式实现个人的成长。
Csikszentmihalyi提出沉浸理论(Flow Theory)，“指人
们在一些日常活动集中注意力，完全投入情境当中
的沉浸状态。”[17] 根据Csikszentmihalyi的理论，进
入沉浸学习的状态的关键是掌握学生的“技巧”和
学习的“挑战”之间的平衡。所以在设计教学活动
时要注意控制难度，挑战超出学习者的能力范围会
使他们焦虑，过于简单学习者们会感觉无聊。所以
任务难度应该很好地设置在维持学生挑战与技能的
动态平衡状态从而最大化学生的在沉浸状态时间。
在沉浸状态中的学习者更具有自主性和操控性，十
分有利于个人的学习体验和深度学习的发展。

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充满爱的交往，“爱的理解
促使师生双方价值生化”[18]。这种爱体现了师生双
方的尊重，教师不以拥有比学生多的知识量而以教
师自居，不以自己为中心而缺少对学生的感受的认
识，而是与学生平等相待，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感觉
到被关注，有助于增加学生学的积极性、自信。强
迫的学习方式不是爱，教育在我们的校园中，应该
是师生共同学习，一起探索，不是教师一个人的行
走，是教师与学生并肩冲向顶峰,到达学习的自然
乐园。然而在MOOCs教学中，缺乏这种师生之间爱
的交流。我们知道在中国，MOOCs的一般授课方式
是，学生加入课程观看视频，随堂进行小测试，也
有少量可以提供课后答疑。MOOCs虽具有互动性，
但常常无法做到学生与教师的即时互动与反馈，学
生上课的一举一动，教师是无法做到如此细致入微
的观察的，更无法体会一个学生的心理变化，学生
的课堂行及注意力就不能在课堂中及时进行纠正。
假设一个孩子从入学年龄开始仅仅使用MOOCs的线

上教学进行学习，那么他是感受不到这种爱的，没
有了与教师的交往，与同学的交流，只是成为一个
知识的接收器，并且对于接收到的知识也不能有很
好的理解和运用。

为了加强慕课学习中师生间的交往，我们可以
通过增加师生之间的教学活动的方式以及重新审视
创新学生和教师的角色关系来促进从而使学生进行
沉浸式的学习。从中国的大学校园开始建立MOOCs
平台，教师根据自己的课程要求指导学生使用，学
生使用MOOCs进行学习，并且结合翻转课堂，学生
已经在MOOCs课程中学习到的，在教室里课堂中
教师进行答疑。国务院参事汤敏教授曾提出，“未
来的教师更像一个导师，从以‘教’为主，变成以
‘导’为主。”[19]MOOCs的出现只会改变教师的工
作方式，而不会使教师“下岗”，因为在教育的过
程中我们仍然需要老师，在MOOCs课程中，我们需
要教师的在线讲授课堂更需要教师的线下课堂相互
结合使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可通过角色互
换和角色扮演等活动来增加交往活动。

曾明星提出：“沉浸式交互，就是通过构建
虚拟现实环境，为完成知识构建或迁移，将学生沉
浸到特定的情境中学习的深度交互”[20]。游戏化是
一个很好的虚拟情境化设置体验，其能够促进沉浸
体验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贯穿游戏始终的背景故
事；模拟现实的游戏场景设计；较好的交互与及时
反馈；游戏中技能与挑战的高度平衡[21]。所以，游
戏化教学就是“借鉴游戏的设疑、挑战、自主等理
念，把教学目标、教学内容隐蔽于游戏活动中，并
采取相应的游戏化教学策略，使学习者在进阶、激
励、乐趣中获得知识、提高技能和陶冶情操[22]。因
此，在慕课平台上建立游戏化模式的学习体验系统
和在线下课堂中运用游戏化教学模式十分有助于学
生的沉浸式学习。学生与老师在慕课课程中可以是
玩家好友关系，教师也可延续管理者身份树立教师
权威进行创建虚拟或真实情境的游戏环境、设置具
有探索性和挑战性的任务、引导学生了解游戏机制
和进行实时结果反馈。游戏角色带入感使得学生拥
有自主权和渴望迎接挑战来发展角色，通过设置任
务挑战、奖惩机制来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和竞
争协协作意识从而习成沉浸感。可以建立如同QQ
群、微信群的MOOCs学习群交流系统，形成学习小
组，进行实时对话、视频面对面、文件传输，这样
更有助于大部分学生梳理、理解知识点并且更重要
的是加强了学习体验的完整性，可以借此丰富学习
过程、创建更加具有人文主义的学习环境。

通过上述的学习体验过程中，教师更像“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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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引路人，不仅传授知识讲授方法，更向学
生表达师生之间的爱从而促进了师生间的交往。同
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能身临其境体会其中的
乐趣，不断地渴求知识、探索真理，与教师的对话
中更易于产生对教师的崇拜，这点特别符合中国的
学生心理，更有助于学生的求学心，在与同学的交
往过程中更能产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建立强烈
的学习氛围形成一种丰富的学习体验从而进行沉浸
性学习，学生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

四、结束语

弊端的出现不表示其未来悲观的发展，
MOOCs在未来将会像它的出现一样，带来教育的革
新，以证明其优势将打破传统的教育束缚。MOOCs
出现后，中国也很快加入并且受益，国内学者不仅
积极主张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和应用MOOCs，而且
也积极推动MOOCs在基础教育教学领域中的应用。
如在三通两平台的基础上，构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更接地气乃至中小学校园的MOOCs平台。然而，虽
然MOOCs诞生时间较短，但其发展速度及覆盖程度
却十分惊人，我们可称之为MOOCs现象，对于未来
将会怎样，是否能持续发展，需要构建一个符合教
育发展规律的生态化学习环境，在MOOCs中产生一
种全新的网络课程文化，并且建立新的教学模式以
及区别于传统课堂的教学设计，让更大范围内的学
习者享受到更精品的学习课程与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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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Educational View of Jasp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OCs 

Liu Hehai, Li Zi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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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Jaspers’ view, the education is “human soul education” in essence, and existent, free and surpassing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ask and method are very important, so that a unique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existentialism has formed and played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ubiquitous learning of Internet + era. MOOCs is a large-scale online course that uses the Internet, 
computer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teaching so that knowledge can be learned and communicated in a high-quality, 
convenient and open manner beyond time and space within a short term. Jaspers’ education concept of “human soul education”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MOOCs construction, such as promotion of cultivation learning of MOOCs through 
educational will and rouse, drive of self-disciplined learning of MOOCs with educational belief and freedom, strengthening of 
immersion learning of MOOCs by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edification and so on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OCs 
in China from another level.
Keywords: Education View of Jaspers; MOOCs; Cultivation and Self-discipl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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