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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及其关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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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是指劳动内在地包含着相互冲突、相互削减的两极力量。 具体来讲，
劳动既有促进人以人的方式存在的一面，也有将人变成以非人的方式存在的一面，是属人性与非属人性的并

存和统一体。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劳动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本质。
这使得在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属人性得到展现。 但同时，劳动的非属人性也会在劳动中展现出来。 于是，劳动

的属人性和非属人性之间就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关系。 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形成一种推动人朝着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新时代劳动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在劳动中秉持劳动精神，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增强劳动创造力，超越物性和动物性，消解非属人性，以人的方式存在，获得属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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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是属人性与

非属人性并存的统一体。 劳动的属人性，确证人

的本质；劳动的非属人性，否定人的本质。 劳动创

造人，劳动与人相互生成，人离开劳动就无法展现

人的属人性。 劳动既有属人性的一面，也有非属

人性的一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在劳动中人所

获得的属人性必须要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和全面

性，人要丰富而多样化地以人的方式存在，就要全

面发展。 探究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及其矛盾

运动的具体内涵，追问其对学生的成长具有何种意

义和价值，思考劳动教育应怎样帮助学生获得属人

性，消减非属人性，这些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劳动的属人性和非属人性

劳动只有在确证人的本质的情况下，才会具

有属人的特征，才是具有属人性的劳动。 这就是

劳动的属人性。 换言之，劳动的属人性在于劳动

确证人的本质。 马克思曾指出：“有意识的生命

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①劳

动将人同动物相区别，使人成为人。 人在劳动中

“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②人在劳动中确

证自己的本质、展现自身的属人性。 那么，什么样

的劳动能确证人的本质、展现属人性？ 其一，劳动

的属人性依赖于劳动本身是一种目的，而不是手

段。 劳动本身成为目的，不被外在的目的和功利

胁迫时，才获得属人性。 其二，劳动的属人性应以

合意愿性为基础。 只有劳动是在人自愿基础上自

由自主地活动时，人在劳动中才能实现自由意志

的发挥，确保劳动“是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
自我自由人性的积极确证”。③其三，劳动的属人

性在人自由自主劳动的全面展开中呈现出来的。
劳动的全面性得以全面呈现出人的自由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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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对于人的‘本质’的要求，是一个保持开

放与扩展的领域，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地有新的内

涵、内容加入到人的规定性之中。”④其四，劳动的

属人性是在不断发展中完成。 劳动同人的关系是

一种发展的关系，“人在劳动中存在，并通过劳动

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⑤。 人在劳动中存在和发

展，并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所以，能确证

人的本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劳动才具有属人

性。 这样的劳动是来自人自由自觉的不被胁迫的

全面劳动，是处于永无止境的发展中的劳动。 人

在劳动中所获得的属人性越具有多样性、丰富性

和全面性，人就越能丰富而多样化地以人的方式

存在。
不过，人在劳动中同时也会展现自然的属性，

包括物性和动物性，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样的

非属人性甚至成为劳动的主要特征。 劳动的非属

人性跟劳动的消极性密切相关。 马克思指出：
“他（黑格尔）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

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

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⑥在这里，马克思承认黑

格尔对劳动积极性方面的认识，即赞同劳动确证

人的本质。 虽然黑格尔认识到劳动确证人本质的

一面，但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

象的精神的劳动”。⑦黑格尔所强调的人的本质仅

仅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劳动也只是自我意识的活

动。 更重要的是，黑格尔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性

（带给人的非属人性）。 也就是说，黑格尔对劳动

的理解带有片面性。 马克思肯定了劳动是人成为

人的本质力量，同时也承认劳动的消极性。 从人

的存在方式来看，异化劳动甚至是消极性大于积

极性。 因为过度劳动甚至会摧残人，被生计所迫

的雇佣劳动把人变成了“畜役”。
劳动的非属人性即劳动否认人的本质，将人

变成非人的存在方式存在。 劳动的非属人性不是

讲有的劳动具有属人性，有的劳动具有非属人性，
而是指所有劳动同时一方面带给人以属人性，另
一方面又带给人以非属人性。 劳动客观上所带来

的属人性和非属人性应该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

应，才具有正义性。 人为地降低了属人性或增加

了非属人性，就具有不合理性了。 异化劳动就是

属于人为地损害劳动正义的劳动。 劳动创造了

人，但人在劳动中又有对人的存在的否定，产生损

害劳动属人性或者阻碍人获得劳动属人性。 只要

这种损害和阻碍不是不合理的人为安排所导致

的，是劳动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那就无可非议。
无论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不合理的劳动非属人性都

有许多具体表现形式。
一是如果劳动的目的是因谋生而被迫和强制

从事的劳动，不是使人成为人的劳动，劳动就更多

地展现非属人性。 虽然劳动具有帮助人维持生计

的功能，但是人不能为了维持生计而从事被迫、非
自愿性的劳动，远离了劳动原本使人成为人的目

的。 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里的工人

所从事的劳动仅仅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工人

不是以人的方式存在，工人的劳动只是一种自我

谋生的手段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 这实际上是

把人带向了非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物化”。
二是人如果成为劳动的奴隶，人在劳动中感

受到的就只有痛苦和折磨。 诚然，任何情况下从

事劳动，都会带来一定的生理和心理的疲惫和痛

苦。 如果这种疲惫和痛苦进一步加强到人不可自

然恢复的程度时，劳动就会变为纯粹折磨人的工

具。 这种劳动“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

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⑧，也
就使人成为劳动的奴隶，进而主要展现为非属人

性的劳动。
三是工人在劳动中成为片面的人。 随着社会

分工的精细化，“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

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

片面的器官”。⑨工人长期从事一种劳动，虽然可

以实现这种劳动技能的最大化发展，但其他劳动

技能则会丧失。 “工人由此成为一个片面发展的

人，只是生产上的一个零件或一颗螺丝钉。”⑩只

有“当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意味着人更

像人，更接近真正的人了”。�I1人在劳动中成为片

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人的属

人性便会部分丧失。
四是特定情况下人如果不能像真正的人那样

有尊严地参与劳动。 也就是，人创造性地诚实劳

动之后，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严和体面。 某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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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痛苦的劳动会使人感受到非人的折磨，甚至逐

渐消灭人的生命存在形式。 人要以人的方式存

在，就必须摆脱这种生命毁灭式的劳动。 人需要

从单调性、重复性、繁重性、危险性的劳动中解放

出来，更需要从劳动中使人获得全面发展、解放和

自由。 只有这样，人在劳动中才能获得应有的尊

严。 这样，劳动才会更具有属人性。
总之，客观存在意义上的劳动既有促进人以

人的方式存在的一面，也有将人变成以非人的方

式存在的一面，所以是属人性与非属人性的并存。

　 　 二、劳动属人性与非属人性的矛盾运动

劳动的属人性和非属人性是劳动本身内在地

包含的两极属性。 而且，两极属性之间相互冲突、
相互消减，形成永不停息的矛盾运动，从而同时既

产生正向的力量又产生负向的力量。 从正向力量

来说，劳动促进人获得更加丰富而全面的属人性，
推动人在劳动中自由全面发展；从负向力量来说，
劳动带给人以非人的存在方式存在。 当正向力量

大于负向力量的时候，劳动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

位，劳动的积极一面占上风；当负向力量大于正向

力量的时候，劳动的非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劳动

的消极一面占上风。 人们从事劳动的本来意愿是

实现人的价值，展现人的本质属性，是为了获得劳

动的积极方面而发动特定的劳动活动。 因此，负
向力量大于正向力量的劳动意味着劳动的异化，
具体表现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行为

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类的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

相异化等诸种情况。
正因为劳动本身包含着促进和丰富属人性的

正向力量也包含损害和减少属人性的反向力量，
并且两种力量之间处于不停息的矛盾运动中，所
以人对劳动的态度，人与劳动的关系，以及劳动中

人的主体性发挥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样态。 按照唯

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事物

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 所以属人性提升及其丰富

的动力也必然来自劳动自身的内部矛盾运动。 作

为一种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

人性之间的斗争与同一的矛盾关系在运动中会产

生一种推动力量，或增加属人性元素使人更能以

人的方式存在，或负向增加非属人性使人更加以

非人的方式存在。 人的存在方式与非人的存在方

式具有两极对立性，获得属人性意味着超越非人

的存在方式，获得人的独特存在方式，表明一个人

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动物的存在方式也不同于物

的存在方式，实现了更加具有对人本质的肯定性、
更有属人性和积极性的存在状态。

劳动属人性和非属人性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

同时所产生的正向推动力量和负向推动力量，是
此消彼长的两极力量，彼此对比体现人在劳动中

的存在样态。 当一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和提升的

时候，另一极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和降

低。 为了提升“劳动属人”的程度，既可以通过增

加和提升促进属人性这一正向极去实现，也可以

通过消解和降低非属人性的负向极去实现。 最理

想的路径是同时增加正向极和降低负向极的作用

力，让劳动既带来各种正向的属人性元素的增加，
同时也导致各种负向的非属人性元素的消减。 人

类正是通过各种创造力的发挥才同时做到了提升

劳动的正向力量和降低其负向力量，才不断实现

“属人性的提升和丰富”的目标，人才能得到全面

发展，获得与人的本质具有一致性的属人幸福。
当然，在实际中同时做到两极发力是有很大困难

的。 当两极力量不能同时达到理想状态的情况

下，最可行的路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可感知的负

向极的作用力。 虽然单方面增加劳动的属人性或

消减非属人性的力量，不能最大化地实现劳动的

属人程度，但至少代表了劳动幸福程度的提升。
劳动的属人性和非属人性的不断矛盾运动决

定了属人性的提升和丰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

程。 无论劳动属人性的提升和增加，还是劳动非

属人性的消解和降低，都是没有终点的过程。 任

何劳动都会有非属人性，劳动创造过程本身就是

一个持续劳作和艰辛付出的过程，这就必然带来

一定的折磨性、摧残性和损毁性。 当这种力量不

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消解时，劳动就会成为折磨

人和摧毁人的美好感知的活动。 劳动的属人性和

非属人性矛盾运动所产生的正向力量和负向力量

会永远不断地确证劳动确证人本质的可能性和必

然性。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鼓励人们积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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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中去，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另一方面又要同

时提高劳动的可享受性和降低劳动的折磨性，创
造性地消解劳动所带来的负向力量，鼓励人们创

造性地劳动。

　 　 三、提升劳动的属人性，以获得属人幸福

在劳动中展现人本质的属人性所带来的愉悦

感和精神享受，才能叫做劳动幸福。 这是一种属

人幸福。 所以，劳动幸福是“人通过劳动使自己

的类本质得到确证进而得到深层次愉悦体验的过

程”。�I2劳动幸福强调人通过劳动创造获得人的本

质，展现属人性。 也就是说，通过劳动获得属人性

的样态才是幸福的样态。 如前所述，劳动的属人

性与非属人性处于不停息的矛盾运动中。 这种矛

盾运动成为推动人们获得属人幸福的动力机制。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宇宙

中客观地就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存在方式，一是物

的存在方式，二是动物的存在方式，三是人的存在

方式。 这三种存在方式是随着宇宙的普遍进化而

依次产生的。 其中，人的存在方式只有人类产生

之后才出现。 而人是否以人的存在方式存在，是
通过劳动来确证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
劳动确证人的本质。 人的存在方式是由人类劳动

所创造出来的属于人所特有的专门属性之综合指

称。 人通过劳动实现以人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即
劳动赋予人以属人属性。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

思恩格斯认为，应该“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

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I3恩格

斯明确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

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

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I4劳动创造

人，人通过劳动成为人，获得人的本质，展现属人

性。 当然，我们说“劳动创造人”，并不是劳动如

同上帝一样，推动人从无到有地产生，而是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中劳动在人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起

着决定性作用，劳动与人在宇宙普遍进化的同时

得到进化。 “人在劳动过程中存在，并通过劳动

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I5这意味着，劳动创造人，
并同人永无止境地共同演化发展。 所以，人是在

自身生存、发展的劳动中创造自身的。

对于人来说，最有幸福感的就是确证自己以

人的方式而不是物的方式或动物的方式存在。 一

旦劳动达到这样的价值目的，就成为展现人本质

的属人性劳动，从而可以说“我的劳动是自由的

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I6人在劳动中获

得与人本质的同一，进而得到深层次愉悦体验的

幸福。 严格来说，能展现人本质的属人性劳动就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幸福。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劳动与人本质之间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对

这种异化进行了抨击：“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

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

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

的优点变成缺点。”�I7异化劳动不仅不能展现人的

类本质，而且还会不合理地增加人以非属人性的

方式存在。 所以，异化劳动带给人的往往是不幸

福，是对应然幸福的人为损害。
人要实现以人的方式存在，获得属人幸福，就

要提高劳动的属人性，消解劳动的非属人性。 否

则，不仅会出现劳动没有全面地使人以人的存在

方式存在的单向度发展，或者会出现劳动不仅没

有使人更多地获得人的存在方式，反而退回到了

动物的甚至物的存在方式的反方向发展。 既然劳

动的属人性和非属人性并存，是劳动本身包含的

两种属性，他们的矛盾推动着劳动属人性和非属

人性的运动，那么要提升劳动中的幸福程度就必

须提高劳动的属人性。 例如，努力减少劳动中的

各种非属人性，特别是克制和消减人的兽性、野蛮

性、惰性，远离动物式的存在，走向更加属人的存

在。 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已有的属人程度，累积人

性的厚度。 并且要努力全面丰富多样化的属人

性，避免单向度发展。 此外，还要努力保持已经获

得的属人性，避免反向发展。

　 　 四、基于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辩证关系

的视角把握劳动教育的本质

　 　 人在劳动中超越物性和动物性，走向更以人

的存在方式存在，获得更丰富的属人性。 然而，要
获得属人性的增强和提升，人就不能仅仅满足于

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要在普遍地具有劳动精

神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发挥创造性劳动，实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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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全面发展。 劳动教育在本质上就是要让学

生通过参与劳动而懂得人应在劳动中追求属人幸

福，在劳动中秉持劳动精神而进行自我本质确证，
在劳动中展现各种人的本质力量，包括独立思考

能力、劳动创造力，以及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基于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

人性辩证关系的视角去把握劳动教育的本质。
这样的视角将极大地加深我们对劳动教育的学

理解释。
首先，劳动教育在本质上是要让学生确立追

求属人幸福的观念，通过自我努力而更加主动地

增加属人性元素，超越物性和动物性，实现更以人

的存在方式存在。 劳动教育不能离开对学生人性

的培养。 人性是人作为人的普遍的、共同的属性，
每个人生而仅仅是动物性的存在，需要通过劳动

教育将人性“转移”到学生身上，使学生获得属人

性，成为真正的人类。 其实，劳动教育的基础目标

就是让学生明白什么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学会如何

以人的方式存在。 这是“劳动创造人”应有之义。
学生在劳动教育中要明白幸福不等于享受物质刺

激带来的快感，不等于物欲的满足，而是要追求以

人的存在方式存在，获得属人性。 能否树立属人

幸福的观念，是劳动教育成功的标准之一。 换句

话说，劳动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幸福观教育。
诚然，劳动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劳动知识与技

能，但“知识与技能的不足在一个人走向社会以

后可以慢慢地弥补起来，而属人性是很难弥补

的”。�I8如果劳动教育只重视劳动知识与技能的培

养，没有将属人性作为核心元素培养，那么劳动教

育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培养出的学生可能只是

一个会劳动的“人型工具”，在劳动中成为非人的

存在，丧失属人性。 所以，劳动教育只有将增加学

生属人性作为核心任务，每个学生都能懂得劳动

创造人的意义与价值，主动追求具备丰富的属人

性，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劳动知识与技能才具有意

义。 满足属人性的标准是立德树人目标是否实现

的重要标志。 只有人像人一样去参与劳动，才能

在劳动中不断确证人的类本质，获得更丰富的属

人性，才能叫做幸福。
为此，劳动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劳动

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及其关系。 要让每个学生懂

得如何创造性地消解劳动中的非属人元素，远离

物的存在方式和动物的存在方式，在劳动中成为

真正的人。 这也就是说，通过劳动教育帮助学生

“摆脱自己的兽性、野性、动物性、愚昧性、非理智

性，成为远离动物、远离草木存在的真正的人”。�I9

于是，劳动教育首先应该理解为这样的教育与教

养：即让学生明白要普遍地消减劳动的非属人元

素，摆脱物化和动物化，成为具有属人幸福的人。
其次，劳动教育在本质上是要让学生确立

“劳动是美好生活之一部分”的观念，而美好生活

必须不断超越生存性需要，获得走向追求更高劳

动境界的精神动力。 劳动教育不仅要让每个学生

明白只有以人的方式存在才是幸福的道理，还要

让学生追求更高的精神性自我目标。 人通过劳动

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等生存性需要，尙不足以使

人摆脱动物性和物化的存在，因为停留于生存性

需要被满足的水平，与动物本能的生存性需要被

满足是基本相似的。 劳动能够满足生存性需要仅

仅只是幸福的前提，而不是幸福的全部，更不是幸

福本身。 真正的属人幸福是人在劳动中既要超越

物性和动物性，还要在劳动中秉持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的态度，以精神自我的丰满和完善为人生目

标。 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教育在本质上也是关于

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教育。
人类都向往美好生活，但不同的人们对美好

生活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对于学生来说，最重

要的就是要更多地赋予美好生活以劳动内涵。 而

劳动内涵则是跟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相关的精神概

念，不是停留于动物本能需要得以满足的物欲层

面的理解。 对于美好生活，人们很容易理解为生

活富足，物质不短缺，衣食住行不愁，环境优美，公
平正义有保障等等基本生存达到相对满意的程度

或者制度达到合理化的水平。 我们认为，这样单

单从物质或制度层面理解美好生活，是远远不够

的。 这些仅仅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前提。 真正的

美好生活不能离开劳动元素，必须包括劳动的美

好，更要包括许多精神元素，如人人秉持基本的劳

动精神从而产生辛勤地劳动、诚实地劳动、创造性

劳动的内生动力，让各种劳动具有可享受性，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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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机会均等（消灭人为的歧视），劳动尊严的维

护等。 只有劳动本身变成美好生活最基本的内

容，并且让美好生活充满精神营养，人们参与劳动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可持续，从而美好生活的

物质基础才会有可能获得保障。 简言之，美好生

活是人人富含劳动精神的生活。
为了让每个人都富含劳动精神，都能将劳动

纳入美好生活的基础部分，就必须大力开展劳动

教育，必须注重青年学生的劳动精神培育。 将劳

动理解为美好生活一部分，是一种独特的伦理精

神，它不仅意味着要坚持“因劳称义”的基本原

则，将劳动作为社会正义的基础，而且也意味着要

让学生明白认真负责地完成各种劳动任务是一种

基本职责。 之所以要把劳动精神作为美好生活的

精神支撑，是因为劳动精神体现的是人之为人的

最基本的精神品格、责任担当和价值追求。 从人

之为人的角度来理解，“劳动精神是人通过劳动

创造促进自我类本质不断生成与化解阻碍自我类

本质的消极力量相统一的人类专属品格”。�20离开

了劳动精神的坚守，美好生活也就没有了 “人

味”，也就失去了意义。 劳动教育必须把劳动精

神作为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因为

劳动的创造性作用，劳动促进人成为人，确证人的

类本质；另一方面，是因为劳动精神还能帮助人消

解劳动的消极性。 人在劳动中秉持劳动精神，不
是单单要有选择性地从事让人成为人的积极的劳

动活动，同时还要在面对劳动的消极性、折磨性

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弘扬劳动精神，能够吃

苦耐劳、甘愿奉献、艰苦奋斗。 只有引导学生能够

主动地将奋斗精神融入美好生活的每个点滴，劳
动教育才能有效地完成其应有的立德树人目标。

人秉持何种劳动精神就决定着他能成为什么

样的人，进而决定人的真实存在样式。 “劳动精

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系统展现的是他作为人的存

在，是其属人的精神品质。”�21这也表明，劳动精神

是人成为人的精神特质的综合。 此外，劳动精神

不是所有劳动者精神力量机械的、简单的相加。
它是一个质性概念，意指人们普遍地都能拥有良

好的劳动态度、劳动观念、劳动品格，把劳动本身

当作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劳动教育的根本目标之

一，就是要引导学生自觉地把劳动精神融入到美

好生活的方方面面。 离开劳动讲美好生活，美好

生活就没有了内在的意义；而讲劳动不讲劳动精

神，不讲追求更高的劳动境界，劳动本身同样也会

降低为动物本能性的“觅食活动”。 可见，需要在

劳动教育中帮助学生对劳动的认识走向深刻。 通

过劳动教育，学生能正确认知劳动精神、深刻理解

劳动精神、践行劳动精神，在本质上对劳动精神的

学习也是对劳动属人性与非属人性的深刻认识。
其三，劳动教育在本质上是要让学生确立创

造性生存的观念，也就是要引导学生发挥独立思

考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的创造性，增强属人性，消解

非属人性。 在劳动中人成为与动物不同的存在，
而“人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是因为人有独特的

创造性”。�22这种创造性最直接的表现是人能制造

工具、使用工具。 人的属人性程度提升建立在人

的创造性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没有

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没有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效

率就会低下，人的劳动解放、劳动尊严、劳动发展

就无从谈起，人的属人性程度便无法获得，更无法

得到提升。 人较之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的创

造性具有积累效应。 也就是，人可以把自己、前人

或人类已有的创造性成果积累起来，最大限度地

获得持续的创造力。 “有的高等动物也具有一定

的类似于人类的创造性，但动物的创造性缺乏积

累。”�23人的创造性积累会使人类获得更丰富更多

样化的属人性，也会使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能力

犹如接力赛跑一样接续上升。
创造性来自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是创造性发

明的必备能力，缺乏独立思考，人就不能创造和使

用新的工具，只能停留于对现成物品的使用中。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人的本质力量也就无法展现。
历史上任何一个重要的创造，都离不开创造者独

立、深入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他们在发现利用

以往的方法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能敢于突破陈

规，独立思考并创造性地提出新方法。 当然，独立

思考并不是独自一人冥思苦想，不需要交流和学

习。 真正的独立思考恰恰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
书本知识、教师传授等基础上的。 但学生不能满

足于对现有知识、技能、工具的使用，不能拘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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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文献等前人的知识成果，还要追求独立、创新

并与现实相结合。 所以，在劳动教育中要引导学

生既能学习劳动知识和技能，涵养劳动精神，又能

提升劳动创造性，增强独立思考能力。
劳动教育不能把人的劳动引向非属人的方

向。 劳动教育当然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劳动，会
劳动。 但是，人的劳动必须是富有创造性的，而不

是像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畜役般地参加苦

力劳动。 在那里人没有尊严，没有地位，除了出卖

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外一无所有。 那是异化了的劳

动，远离人的本质的劳动；属人性被人为降低的劳

动，非属人性却被制度性地放大了。 我们的劳动

教育是要引导学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极主动

地、创造性地参与提升属人性的劳动，是为了激发

每个学生的劳动内生动力。 只有这样，劳动教育

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
其四，劳动教育在本质上是要让学生确立如

何自我发展的观念，也就是要引导学生善于避免

单向度发展，实现自由而全面的个性化发展。 马

克思曾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表现为活动

本身的充分发展”。�24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就意

味着人的属人性增强，人就会更像人。 人越是不

断朝着更加自由全面的方向发展，人就越能用多

样化和个性化的精神发展需求超越单一的物质性

满足，就越能摆脱单向度的痛苦，不断走向自我的

更加完善和丰满，更多地实现以人的存在方式存

在。 而这样的发展正是由劳动的属人性和非属人

性矛盾运动所产生的正向力量所推动的。
劳动属人性的提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同

一个过程，二者是在相同的推动力下变成现实的。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劳动和人是同时进化

的。 “人在劳动过程中存在，并通过劳动得到自

我完善和发展；劳动在人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不

断进化和衍生新的形式和内容。”�25劳动创造了

人，因为劳动在人从猿到人的进化中起了决定性

作用，使人成为人。 人正是在劳动中才获得完善

和发展的。 这样的劳动才具有属人性。 如果劳动

和人不能同时进化，甚至阻碍人的发展，那么劳动

的非属人性就是其主要特征。 从宇宙进化的角度

看，并不是劳动先在之条件下才有人的出现，而是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劳动的属人性和非属人

性矛盾运动促进人进化发展的同时劳动本身也在

进化发展。 当然，劳动和人也都是未完成的发展

状态，是处于永远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的，并且将

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这是因为，劳动的属人

性与非属人性的矛盾运动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

程。 “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

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

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

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6劳动

与人的发展终身相伴，人在劳动中生存、人在劳动

中发展。 但在人与劳动的永恒生成中，由于劳动

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及其矛盾运动，可能会产生

某种不确定性。 尤其是劳动有非属人性的一面，
一旦劳动非属人性增强，劳动中展现的人本质就

变得不确定了。 消减劳动非属人性，也是确定人

的本质。 人本质的确定性越稳定，越能够推动人

自由全面发展。
劳动教育归根到底是为立德树人总目标服务

的。 所以，劳动必须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必
须引导学生能够丰富而多样化地以人的方式存

在。 也就是，必须让学生有意愿参与的劳动具有

更高的属人性，而且这种属人性必须要具有多样

性、丰富性和全面性，否则就会出现单向度发展或

者反向发展。 其实，无论在劳动中获得全面发展

或单向度发展，还是获得反向发展，都是由劳动自

身所包含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之间矛盾运动所导

致的。 这就决定了，要通过劳动教育帮助学生认

识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的矛盾运动规律，提
升学生劳动能力，达到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统一

协调发展，进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只有在劳动

教育中明白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密切关

系，并切实通过劳动使自身的发展机会展现出来，
才能实现全面发展并获得相应的属人性幸福。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劳动教育的本质需要从

劳动的属人性和非属人性及其矛盾运动视角去加

以诠释。 劳动教育是要引导学生明辨劳动是非，
提升劳动境界和生活境界。 劳动教育在本质上不

简单地是让学生会劳动、爱劳动，更要引导学生追

求属人幸福，把劳动看成是美好生活之一部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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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创造性生存的能力，在属人的劳动中获得自由

而全面的个性化发展。

注：
　 ①②⑥⑦⑧�I3�I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６３、１６３、２０５、２０５、１５９、２０５、１６３ 页。
　 ③陈学明、毛勒堂：《美好生活的核心是劳动的幸福》，《上海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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