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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含义

主体和客体是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所谓主体是指能

够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客体指

的是人们通过发挥自觉能动性，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过程

中所指向的对象。主体和客体不仅可以构成主客体关系，而且

主体和客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会发生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

化的双向运动。

主体性指主体在对象性的活动过程中，作用于客体时所

发挥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表现为自觉能动性、自主

性、创造性等。客体性则指客体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

出来的客观性、对象性、对主体的制约性。对人主体性的突显

和强调历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主体性自身的局限性决

定了主体性必然要向主体间性过渡。客体性是与主体性相对

的一个范畴，客体是指主体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所指向

的对象，而客体性则指客体的性质，是主体在认识和实践活动

中所显现出的特性，即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客体向主体显现的

性质。

2 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

2.1 主体性的突显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人的主体性不是从来就

有的，主体性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在人类社会

发展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与人之间必须形成一种

完全依赖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体的生命安全，保证

族群与外部力量发生冲突时的最小损耗。这一时期，人的主体

性被群体性所代替，主体性在较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下无处

安放也不能安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物品

交换范围的扩大，人类开始进入私有社会。人的主体性开始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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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但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体性只是极少数人的主体性，即皇

帝、君主、教皇等统治力量的主体性，绝大多数人的主体性被

少数人的主体性所替代。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大量的

自由劳动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扬人的个性、强调人的

主体性成为必要的价值符号。近代西方学者开始将人的主体

性拉上舞台的中央。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康德“人为自然立

法”、费希特“绝对自我”等观点的论述，无疑表明了主体性已

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推动

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

2.2 主体性的局限性

在主体性思想的指导下，人类开始高扬人的自觉能动性，

这必然使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领域得以拓展、深度得

以加深，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步入工业

文明时代。但是随着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主体性自身固有的

特征必然导致一些新问题的出现。首先，在自我关系上，主体

性将“自我”等同于他人的占有物。其次，在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上，主体性将他人作为工具和手段，这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使主体性具有排他性特质。最后，在主客体关系上，主体性强调

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对立，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占有，这就使

客体完全成为工具，成为达成主体目的手段。在主体性思想高

扬的辉煌灿烂时期，人被物化、被异化。主体性高扬使得人在

自然面前为非作歹、肆意妄为，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1]。

2.3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

2.3.1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渊源

人类进入 20世纪后，西方学者为了摆脱主体性的困境，

率先发起寻找走出主体性困境的出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提

出的交互主体的观念，强调“自我”的同时彰显集体主义的重

要性；海德格尔主张“共在”，并将这种“共在”解释为主体与主

体之间建立的一种生存上的联系；马丁·布伯主张“我—你”的

交流方式，即强调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哲学领域

中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向主体

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过渡指明了方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

育作为的一种新的教育思路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由此可见，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对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扬弃的基

础上提出的一种先进的教育思路。

2.3.2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与“填鸭式”、主体性思想政治教

育具有本质的区分，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以下特征：一

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地位上的平等原则。孔子有云“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下，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在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平等表现为：对于教育

者来讲，社会赋予其的职业身份和自己本身在知识、阅历方面

的优势，使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可能会具备某种优越感，

主体间性要求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淡化或者消

除这种优越感，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另

一方面，受教育者在知识、阅历方面与教育者的差距，极有可

能使受教育者陷入“强权真理”中，主体间性强调受教育者在

法律、人格上与教育者的平等关系，鼓励受教育者的主体意

识、鼓励其保持主体地位并且能够进行思想品德的自主建构。

二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沟通理解原则。孔子云“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主体间性思

想政治正是在沟通理解的基础上达成“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

果。三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原则。双向互动就是要

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对话方式，既要倾听也要倾诉，最终

达成共识。倾听和倾诉的双向交流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

的关键。

3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要求
当然，此条规则仍然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因为：一

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思想政

治教育本身就是关乎人的教育，如若不以人为本，就失去了它

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都是平等的主体，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类型 [2]。因

此，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符合实现“中国梦”伟大梦想必须

坚持“以人为本”落脚点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

政治教育正确的方向和光明的未来。

适应经济全球全球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

求。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是世界生产

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经济全球化需要市场

经济做根基，以“以人为本”为落脚点的“中国梦”的实现需要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坚持

市场主体的平等性是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思想政治

教育只有积极响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要求，才

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才能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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