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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公民教育观

——论《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教育观的矛盾及其统一

●刘 通

摘要：《爱弥儿》中透露出的教育诉求似乎与《社会契约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一个是自由人，一
个是公民。卢梭教育思想的矛盾之处呈现在自然与社会、自然人与公民、自由与公意之间。但正是通

过对自由的由自然向公意的转换，卢梭达到了他思想的统一：尽可能地保全自由。这保全既通过教

育，又通过社会。I!ii此《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的互为表里，必须对照参读。

关键词：卢梭：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教育

很多卢梭研究者认为，“含混不清或者自相矛盾

是卢梭作品的特征”。【1】表面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中反映出的国家政治思想表现与卢梭在《爱弥儿》中

的教育理念——追求自由——相去甚远。但是。只要

对照参详，便不难发现这种表面矛盾背后的统一性。

一、《社会契约论》的地位：错位的政治

《社会契约论》被认为是法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著

作。闭卢梭本人也对此书予以厚望：“依我主观的看法，

将来最能使我成名的，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
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

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

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

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

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

的人民?”【，l

卢梭《社会契约论》极端重要性的认同，一方面是

因为他的态度：“最有兴味、毕生精力、将来最能使我

成名”，这诸多包含激情的词汇暗示着他对《政治制度

论》的极大重视，毕竟，按常理，我们会把最多的精力

和期望放在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另一方面是卢

梭的观点：“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

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

们造成的那样”。但是，一方面，《社会契约论》乃是《政

治制度论》的残片，也即，前者乃是残缺不全的，这就

暗示着，当我们说它论述了我们所说的政治的几乎全

部内容时，我们乃是站立在片面之上。与此相对应的，

乃是卢梭的《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在其中，我们明

显看到却别于《社会契约论》的东西，区别不在于原则

上的，而在于范围上的，最为显著的，就是精神和教育

的问题。14t

在《爱弥JL)的序言里，卢梭点明了教育对于政治
的意义：“在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

件，即教育人的事业，却被人忽视了”。1'4而这也是卢梭

在《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的具体设计里所遵循

的——关于教育的讨论被放在了具体的政治制度设

计的最前列。不过，卢梭依旧将教育置于政治之下，这

意味着他的来自古典的看法：教育乃是政治的。无论

是《理想国》还是《政治学》，教育乃是从属于城邦政治
的。所以卢梭才说一切都与政治相关。但是。在此有两

点需要注意。其一，这里的政治绝不是我们常言的统

治技术，更不是那种钻营谋私的东西，政治的根本涵

义在上文以及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里

已有论述，这里略过，关键是应该记住，这政治根本上

应该是正义的、善的；其二，这里的教育也不仅仅是特

指学校教育，更为根本的，乃是教化，在这个意义上，

一国之法律、规章都属于这个范围。化育无形，一切与

政治相关的，也是与教育相连的。所以，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卢梭才将《社会契约论》作为《爱弥儿》附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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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者面前。而这就意味着，《爱弥儿》才是那个真正

的整体。

二、教育的两种来源：自然与社会

虽说<社会契约论》是作为《爱弥JL)附录而出现

的，但是，二者之中所显露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观点

却在表面上决然不同。后者崇尚自然教育。试图将个

体与社会保持距离，前者却庄严宣称：“任何人拒不服

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同后者要“让我

们从现在起，花两年的时间去游历，等你游历回来以
后才在欧洲选择一个可以使你和你的家人幸福生活

的地方”。用而前者，却要“把领袖们的经验和才能以及

公民们的道德情操与竞相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的

精神一代一代地传给后人”。嘲这似乎显而易见的矛盾

预示着卢梭的分裂，但是拨开迷雾，越来越多的思想

家开始认识到卢梭思想的统一之处：“卢梭的思想从

外部看来似乎有点背谬，而且他也似乎追求矛盾——

美德和柔情，政治社会与自然状态，哲学与无知——

但实际上它是非常一致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事物本性

中的真实矛盾”，其弟子显然继承了这一观点：“卢梭

的悖论——他攻击艺术与科学而自己却把它们付诸

实践，他赞扬野蛮人和自然自由却也提倡古代城邦、

公意和美德，他令人困惑地将自己表现为公民、情人

但却又是孤独者——并非一颗被困扰的心灵的表露，

而是对这个世界结构中的不一致之处的准确反映；这

个世界，我们都面对，但毋宁说，我们多半都没有面

对”。网

卢梭在l：爱弥儿》开篇不久便点明了教育的意义：

“这种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

是受之于事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

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

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

物的教育。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三种教9币培养

起来的⋯⋯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中，自然的教育完全

是不能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是在有些方面才

能够由我们决定。只有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地

加以控制的；不过，我们的控制还只是假定的，因为，

谁能够对一个孩子周围所有的人的言语和行为通通

都管得到呢?一旦把教育看成是一种艺术，则它差不

多就不能取得什么成就，因为，它要成功，就必须把三

种教育配合一致。然而这一点是不由任何人决定的。

我们殚思极虑所能做到的。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目标

罢了”。llOl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自然还不是“自然教育”里

的自然，因为卢梭明言一方面自然的教育不是我们决

定的，另一方面又将三种教育看作一个整体。所以，当

教育广角

卢梭实施自然教育时，头脑中想到的显然不是三种分

类的第一个，而是三者的配合一致。既然需要配合一

致，那这就意味着在这一致之前，既有分隔又有可被

消除的冲突，卢梭暗示：自然和社会之间有所矛盾。卢

梭在《论不平等》里涉及的自然更多的是指自然环境，

而这里关注的首先是个体的内在：“有人说。自然不过

就是习惯罢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有一些强制养

成的习惯永远也不能消灭天性的吗⋯⋯只要情况一

有改变，习惯就消失了，天性又回复过来。教育确实只

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111]因此，卢梭所谓的自然不过

是一种自然倾向(天性)及其外部表露，也即按照自然

天性所形成的习惯。这也就暗示了卢梭的自然教育的

总体思路：将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约束在自然的教

育的道路上。

但是，在卢梭的《政治制度论》里，教育主导方向

却成了社会的一种形式：国家。“应当由教育把民族形

式赋予心灵，并指导心灵的趣味和意见，以至于靠偏

爱、激情和必要性就具有爱国热情，”1121“按照政府制

定的规章。并在主权者委派的官员的指导下，公共教

育便成了人民的或合法的政府的基本任务。”113t卢梭

的意思很明显，教育应该有国家把持，并教授作为一

国公民应该具有的公共知识，其它因素要为此种教育

目的服务。这样。卢梭所谈的教育就有了两个来源：自

然与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卢梭的教育理论乃是矛盾

的?或者如施特劳斯所说，这种教育观念揭示了教育

当中暗藏的矛盾本质?教育乃是一项包含着内在目的

的实践活动，这就意味着，教育是有朝向的，也即将人

教育成何种状态的期望和努力。教育目的从何而来?

就国家而言，它显然不会放弃教育这样一种控制得当

便能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所以，一般地，

教育目的。或明或暗，乃是国家意志或者公共意指的

体现。但是。人还有其自然本性，这是指，人的身心发
展要受某些自然规律的制约，所以教育才要研究教育

规律。但是对教育规律，也即对人之自然本性的研究

无论如何明晰，它总会与饱含强制性的公共教育发生

抵触。也是因为如此，现实的教育之中包含着国家意

志与自然天性的拮抗。那么，卢梭的思想矛盾是否是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呢?

在《论不平等》里讨论人类社会的五次变革的时

候，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对于国家的先在性。“‘要寻找

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

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

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

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

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最终问题。”114在卢梭的初稿中。此

1—一⋯一“—一“一一—澜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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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社会契约”原本写作“国家的创制”，这一订正既

说明了社会与国家的不同，也为我们将社会与国家的

暂时等同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借口：“这一由全体个人

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称为

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之为

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被称为主权者。”【l习卢梭在此

清楚地指明了国家的含义，虽然它的定义里的核心

“公意”依然存有太多、太大的问题。但无论怎样设想

每个人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它依然有。个难以解

决的困境：个人对国家，也就是他人的附属。而这一悖

论典型地体现在自然和社会各自的目的上，也即自然

人和公民的区别上。

三、卢梭的教育目的：社会中的野蛮人

卢梭对公民这一概念的定义出现在关于主权者

的论述之后：“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

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

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lq显然，公民就是社

会契约的每个订约者。

在卢梭看来。公民乃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拥有权

利和义务的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应当

学习如何生活：由于我们一生下来就享受了公民的权

利，因此，从我们诞生的那一瞬间，就应当开始培养我
们如何尽我们的义务。既然对成年人制定了法律，那

么，对儿童也应当制定规矩，教育他们服从他人。”旧

对于自然人，是没有什么自然权利之说的，他拥有生

命，没有财产，葆有绝对的自由。相对于公民，区别在

于他获得了财产，却丧失了那种绝对自由，因为，他要

服从社会的法律。对此矛盾，卢梭试图以法律规范下
的自由来取代在自然状态中的绝对自由。但是如何保

证公民对法律的发自内心的服从呢?

卢梭指出。爱国主义是公民的主导激情。【l嘲虽然

国家的基石在于社会契约下的公意。但是，公意的维

系端赖于爱国精神的激发，卢梭在《论不平等》的献词

里将爱国之情展示的淋漓尽致。n9I从这篇激昂澎湃饱

含深情的献词里，我们不难发觉一个有着爱国精神的

公民——“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吼一对自己国家各
个方面的全身心的投入，而这也正是爱国精神对国家

所具有的根基性效果：“人们把对祖国的爱升华成了

对公民的爱，而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爱”。【21】正是因为爱

国之情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卢梭才始终坚持要将

爱国的教育置于教育最重要的位置。圈而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卢梭才说：“我们只有在成为公民后才开始成

为一个人”。二者似乎意味着在公民基础之上，自然人

的培养是可以被期许的，但在此时，卢梭的所谓思想

矛盾又凸显了出来：“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

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同他自己和他

的同胞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

依赖于分母的，它的价值在于他同总体，即同社会的

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

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

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

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

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嘲总而言之，自然

人乃是与公民绝不相同的。那么，卢梭如何处理此处

的悖论呢?

卢梭在《爱弥儿》里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

的：“我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然的人，但不能因此就一

定要使他成为一个野蛮人，一定要把他赶到森林中

去。我的目的是：只要他处在社会生活的漩流中，不至

于被种种欲念或人的偏见拖进漩涡里去就行了：只要

他能够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用他自己的心去想，而

且，除了他自己的理智以外，不为任何其他的权威所

控制就行了，”“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自然人和生活在

社会环境中的自然人是大有区别的。爱弥儿并不是一

个奔逐荒野的野蛮人，他是一个要在城市中居住的野

蛮人。他必须懂得怎样在城市中满足他的需要，怎样

利用它的居民，怎样才能同他们一起生活，虽然他不

象他们那样生活。既然是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依据那

样多新的关系去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就教他正确地

去判断好了。”嗍卢梭的确是在培养自然人，但是，这

里的自然人绝非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的自然之子。

绝非是伏尔泰回信里的四角爬行。照卢梭的意思，他

真正的教育目的乃是一个理智开启了的自然人。也即

公民：“我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个野蛮人，所不同的是：

爱弥儿爱思考。爱把各种观念拿来比较，爱仔仔细细

地观察我们的过失，以防他自己也犯这种过失，而且，

他对什么东西有确实的了解，他才对它作出判断。”阎

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在《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不平等》

里卢梭对理智的极力批判，显而易见，他是完全不需

要这种关乎社会生活的理智的：“一个野蛮人是不需

要任何入的帮助就能生活的，他对整个世界也是没有

什么贪心的，因此，他只了解，而且也只想了解他所生

活的那个地方。如果他迫不得已地要到其他的地方去

生活，他也将避免来到人所居住的地方，他愿意靠野

兽生活，而且，只要有野兽，他也就能够生活。可是我

们，我们是需要过文明人的生活的，我们不吃人就活

不下去，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喜欢到人数

最多的国家去。”陶这样，卢梭显然是在暗示，理智并

不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也是公民与自然人开始

交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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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卢梭意欲教导爱弥儿运用自己的理智，但是

他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开启他的学生的理性。或

者，为了更好——更世俗——地生活于现实社会，他

的一句附带语言极其重要：“不为任何其他的权威所

控制”。为⋯⋯所控制，这在卢梭看来乃是奴隶的表

征，那么反过来，卢梭教导爱弥儿运用理智显然就是

为了摆脱在社会中极易被造就的奴隶状态，也即为了

自由。这就意味着，卢梭的“社会中的野蛮人”依旧是

自由之人。而自由也正是野蛮人的关键之处。

四、公意下的自由：<爱弥JL)与<社会契约论>的
统一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

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

隶。”网这是《社会契约论：》著名开篇语。我们能够轻易

发现它与《爱弥JL)的神似之处。“入是生而自由的”，

这句话乃是卢梭对处于自然状态的野蛮人的概观。然

而何谓“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理解这个判断需要后半

句的辅助：“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

他一切更是奴隶”。谁能有资格宣称自己是其他一切+

的主人。除了疯子，大概只有上帝和君主，但卢梭明显

不是在谈论前两者。何谓奴隶?奴隶不过是主人“能动

的工具”，网也就是说，奴隶乃是从属于他人的非人

者。在这一定义中，奴隶之为奴隶，其最显著的特征乃

是身不由己，也即对他人的附属。在此我们也就明白

了卢梭的意思：既然君主自认为主宰一切——也即附

属于一切——所以他才更是奴隶，一切的奴隶。那么，

就这句以典型特例所表达出的意思，也即占有者乃是

奴隶。那么前句的枷锁一词便好理解了：我们意图私

有某些东西，但此一私有却导致我们的附属，也即奴

隶地位。这显然是对社会人的言说，因为对于自然人，

他是属于自然的。“有两种隶属：物的隶属，这是属于

自然的；人的隶属，这是属于社会的。物的隶属不含有

善恶的因素，因此不损害自由，不产生罪恶；而人的隶

属则非常紊乱，因此罪恶丛生，正是由于这种隶属，才

使主人和奴隶都互相败坏了。”闭按逻辑。既然是因为

人隶属于他人而导致人成为奴隶，那么为了恢复自

由，显然必要取消入对人的隶属。那么，显而易见的结

论似乎就是人要返回自然状态。但是，“人的天性不会

逆转，人一旦远离了洁白无瑕和平等的时代，就永远

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所以，卢梭对人与入之隶属关

系的革命绝不是倒退，毋宁说是一种彻底地变革，正

如卢梭所说。用法律来代替人：“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

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并使正义能符合于它的目

的”。阁而法律的权威性来源于何处呢?“法律乃是公

意的行为。”pll那么。何谓公意呢?

公意乃是共同体，亦即国家的最高的权威，它暗

示着公意与全体和个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或许正是这

种普遍性给予了公意的最高权威性。既然公意与公众

相联系。那么它是否意味着公众所表达的意见就是公

意呢?卢梭倒是明确地反对了此种意见：“公意永远是

公正的。并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是并不能由

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相同的正确性。人

们总是希望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

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常常会受欺骗，

而且只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

西。众意与公意之间常会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

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意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

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

抵消的部分之外，剩下的总和仍旧是公意。如果当人

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相互之间没

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能产生公意，

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当形成了派别的时

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侯，每

一个这类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

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圈通过上述分析，我们

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公意指向公共利益，也即

“公共善”。嘲2．人民易受骗，所以其意见并非总是公

意；3．存在个别意志，也即个别利益；4．公意是个别意

志的总和；5．众多个别意志之间存在冲突；6．冲突抵消

后。剩余的仍是总和；7．派别危害公意；8．公民应该保

持独立。综合起来，公意的意思便被揭示：公意乃是公

共善的正确表达——公意始终是最正确的，人民的声

音实际上就是上帝的声音。

但是，公意之中依旧存有一个重要问题：个人自

由的消失。无论公意如何正当，它总归意味着人体对

社会的依附．卢梭甚至想到了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冲

突时的措施：“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

他服从公意。这即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就

是使每一个公民都有祖国从而保证他免于各种人身

依附的条件，这就引发政治机器灵活运转的条件，并

且也只有它才是使社会规约成其为合法的条件”。p哪

这是一段颇为受入诟病的观点，因为其中不仅包含着

一种逼迫．而且这逼迫还是以一种高贵口吻的义正言

辞。令人颇为不安地想起希特勒的关于自由的演讲。

在《爱弥JL)里，卢梭谈及自由时表达了如下观
点：“只有自己实现自己意志的人，才不需要借用他人

之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由此可见，在所有一切的财

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真正自由的人，

只想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就

是我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只要把这个原理应用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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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就可源源得出各种教育的法则。”在这里，自由又 自由转变为一种社会的自由。

似乎意味着它是一种对于个人而言最高的行事准则，

甚至高过理智，因为喜欢更多的是出自情感而非理

性。更别提卢梭在《山中书简》中的表达：“自由不仅在

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一

致。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

如果屈服了，那就不是服从公约的法律了。做了主人

的人，就不可能自由。”如果不深入细究，这句话更是

推翻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的论断。因为，就不同

于公共意志的个人意志而言。公意显然是别人的一

致，而且，当公意试图逼迫个人意志时，自由乃是不屈

从。似乎，卢梭在公意与自由之间甚为挣扎徘徊，一方

面渴求着自由。而另一方面却意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共

同体。是卢梭的论述根本上是矛盾的，抑或自由与国

家(不仅仅是公意)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还是因为在

自由和公意的巨大裂痕底下暗藏着未被我们觉察的

却弥合了二者的东西?

首先需要记住的是，卢梭在言及自由时背后裹挟

着根本不同的语境，一是野蛮人的自由。这自由乃是

绝对的自由，因为他除了按自然行事，再无其他枷锁；

第二种自由乃是社会中的自由。这种自由极为特殊。

因为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出现：社会契约。在卢梭看来，

人得以进入其他社会形式乃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为

代价的：“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

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99。闻。所以，在其他社会

形式中，人们乃是不自由的：“在偏见和人类的习俗没

有改变人们的自然倾向以前。孩子和成年人之所以幸

福，完全在于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自由，不过，在童年

时候这种自由会受到体力柔弱的限制。一个人只要自

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的人才是快乐的人：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成年人

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一个人的需要超过了他的力量。

这个人即使爱怎样做就怎样做，他也是得不到快乐

的；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即使在

自然状态中，孩子们也只能享受部分的自由，正如成

年人在文明状态中也只能享受部分的自由一样。我们

每一个人都因为不能不依靠他人。所以从这一点上说

我们是又柔弱又可怜的”。但是。在卢梭所设计的共同

体中，当“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

让给整个集体”时。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

奉献出自己，他就根本没有向每个人奉献出自己；而

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

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

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

全自己的所有”。pq所以，在卢梭的共同体中，自然的

社会的自由首先是一种理智的自由：“如果你已

经明白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是主动的。知道他的智力

无非就是比较和判断的能力，那么，你就可以懂得我

们之所以说他自由，也就是说他具有类似的能力，即

由智力中演化出来的能力；他判断正确了，他就选择

善；他判断错误了，他就选择恶。那么，是什么原因在
决定他的意志呢?是他的判断。是什么原因在决定他

的判断呢?是他的智力，是他的判断的能力；决定的原

因存在于他的自身。除此以外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我

虽然是自由的。但不能自由到竟不希求我自己的幸

福，不能自由到竞愿意自己受到损害；不过，即使我这

样做，我的自由也在于我只能希求适合于我的东西。

或者在没有他人的影响下我估计是适合于我的东西。

能不能因为我只能作为我而不能作为另外一个人。便

说我不自由呢?一切行动的本原在于一个自由的存在

有其意志，除此以外，就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解释了。”

有一点需要注意。理智的自由并不是说理智大开

可以随心谋划，而是说它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当理

智朝向错误的方向，比如关注个人私利的时候。它就

不是自由的，而是受蒙蔽的。但是，当它指向公共利

益，也即公意的时候，它乃是发挥了真实的本性，所以

它才是自由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从外表看来，它

却被约束在真理之路上，也正是因为如此，卢梭在教

导爱弥儿时才要他谨守界限：“人啊!把你的生活限制

于你的能力，你就不会再痛苦了。紧紧地占居着大自

然在万物的秩序中给你安排的位置，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使你脱离那个位置；不要反抗那严格的必然的法

则”认识你自己，在你自己的自然所划定的界限之内

活动，这才是自由。同时，上述引言也暗示了一点：自

由乃是与幸福相联系的。如若我们能够想到这幸福乃

是公共幸福，也即公共善，那我们就不难理解自由与

公意之间的类似爱国精神的热情：“我愿意自由地生

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

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这是

一种温和而有益的束缚，即使是最骄傲的人，也同样

会驯顺地受这种束缚，因为他不是为了受任何其他束

缚而生的。”网

法律乃是公意的表达，所以，爱国者爱法，爱法者

爱国。所以卢梭才得出结论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

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就

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

律，才是自由。”闭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正是公意，在公

意的指导之下组成了共同体，共同体之下的人乃是公

民，而公民才是自由的。所以，卢梭在教导爱弥儿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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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一种令人感到诧异的方式：“应当使他具备的

头一个观念，不是自由的观念，而是财产的观念；为

了使他获得这个观念，就必须让他有几样私有的东

西。”㈣所以，正是在自由这个关键节点上，恰好解释

了卢梭上述关于自然与社会、自然人与社会人、自由

与公意的矛盾。同时，在殚精竭虑以公意保全自由之

时，卢梭亦以同一个方案解决了社会中的不平等问

题：“基本公约并没有毁灭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

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

身体上的不平等；因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与才智上

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而且依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

平等的”。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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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0页)时与会教师就教学的难点或困惑进行

深入讨论。就如何突破教学的重难点形成有效实施策

略。集体交流之后，由主备人综合集体的意见和智慧，

在个人初备的基础上完善教案，形成年级通案。在通

案的基础上，教师再结合自己任教班级的学生情况和

教学经验对通案作深入的推敲、斟酌，形成更贴近自

己的教学实际和具有创新特色的“个案”。每学期初各

年级备课组都将“二备”的主备分工和时间安排报学

校课程与教学中心。

(三)学生素养的多元多次评价

为实现评价由“横向高低比较”转为“纵向提升比

较”，学校实施了素养评价工程，即制定学生素养各年

级达成标准，建立多元化评价方案，实施学生素养多

元多次评价。学校采取“多几把尺子、同一把尺子多几

次测量、自选几把尺子”的策略，全面实施学生素养评

价工程。学校首先确定学科素养元素(如：语文主要是

写字、古诗文、口语表达、阅读能力、习作等)，制订各

年级学科素养达成标准和学科学期总评办法，以模块

为单位，以考级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对考级

成绩不满意的学生，还可以申请重新考级，实现多次

评价。为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个性充分发展和自主发

展。学生每学期还可以申请1-2项自己擅长的或自

我发展项目参与评价，这些结果纳入学生的学业学期

总评。学生素养多元多次评价，使教学活动由课内延

伸到课外。学生由被动变成主动，学生学习动力得到

内化。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责任编辑：刘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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