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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明：“三生”应用教育好！

“三生”应用教育好！ 
 

甘明 
 

1、 “生命”、“生存”、“生活”既是简易的认知话题也是深奥的哲学道理，当云南省首创“三

生教育”于2008年底渐次拉开序幕之时，我为之欣喜。三年前，我曾在中国应用伦理学界呼吁关注教育

应用伦理创新研究，呼吁中国的“应试教育”改革走向应该和创新的“应用教育”结合，且著《教育应

用伦理新探》以供教育哲学思索参考。 
去年自行参会“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回程后，我又生关注教育应用伦理的念头，且著

《教育科学管理伦理工程新探》于学界再鸣之。什么是应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于世界尚属“不成熟”

的还非常“幼稚”的新兴具体化哲学学科，而今天中国应用伦理学界也自是处于时间不长的初始阶段，

然而，应用伦理学无疑是未来世界具体化哲学文明的大门，辉煌的学科前途自当是无量的。偶然机会，

最近忽得知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云南省教育厅开始实施“三生教育”，一听之下，感觉其教育目标

和实施方略恰好可以和教育应用伦理思索相吻合。我可否立足于应用伦理学视角来关注云南省首创的

“三生教育”事件呢？我可否促成中国应用伦理学界的教育应用伦理学探究与云南省首创的“三生教

育”实践工程的“联姻”呢？这样的想法促成我展开以下一系列应用伦理学视角的思索，以提供应用伦

理学学界同仁参考，以提供云南省首创的“三生教育”工程参考。  
 

2、可以看出，“三生教育”是一项可以具有重大教育改革意义的探究性工程。针对学生的“智慧教

育”和“品德教育”需要，云南省首创的“三生教育”工程自当呈“摸索前进”状，一旦实践成功，势

将促成中国教育现状的重大改观。然而，“摸索前进”一般都自有相当风险，如果其“摸索前进”的实

践工程还能有一些理论探究方面的同路人的话，或许情况将会大为改观。应用伦理学的方向是具体化哲

学文明方向，应用伦理学切实关注具体对象的理论探究特性恰好可以充当“三生教育”实践工程的同路

人。共同面对新对象，共同研究新问题，共同为新的教育改革胜利而努力，所不同的是：一个将偏主思

索，一个自偏主行动。“偏主思索”和“偏主行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存在，两个“偏主”怎么样

携手同路呢？或许这本身就是个需要“摸索前进”的课题。应用伦理学并没有现成的教育应用伦理可提

供，应用伦理学只能作关注现在的具体调查研究与思考，应用伦理学关注的对象不仅是“三生教育”的

学生对象，而且还关注“三生教育”工程过程本身及当今文明大场，同时更关注应用伦理学本身对“三

生教育”事件的参与。由于“偏主思索”和“偏主行动”看具体问题的视角会有所不同，因此，“偏主

思索”的所有的教育应用伦理探究都只能是同路性的具体理论参考，仅此而已。  
 

3、最近媒体1+1说了一个话题，发问中国教育怎么了？诺贝尔奖为什么与中国无缘？其实不应该这

样问中国教育怎么了，事实上中国教育一直都在做克服知识泡沫的努力（虽然也身不由己深陷知识泡沫

之中）。中国知识泡沫由来已久，中国智慧和品德与“强盛的”中国知识泡沫确实不成比例，难道说这

一切仅仅是中国教育造成的吗？可否选择全局观念来看问题：大气候，一种可以理解的大气候使然，然

而，在中国文明30年来的高速发展进程中，出现知识泡沫的代价比起辉煌成就说来又算得了什么？当

然，中国的知识泡沫问题确实需要解决，而且是需要现在动手解决。我以为，公众不应该把中国知识泡

沫的存在简单归罪于中国教育造成，君不见云南省首创的“三生教育”就已经开始在做具体解决问题的

努力……当然，解决中国知识泡沫问题确实须得由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入手，因为只有中国教育首先能从

知识泡沫中解脱出来，解决中国的知识、智慧、品德失衡的问题才有希望。话回到现实，由应用伦理学

视角看，问题是“三生教育”的目标定位是定位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是仅仅定位在改善一下学生的“智



慧教育”现状和“品德教育”现状的话，其“三生教育”工程或许和以往的种种“素质教育”的努力一

样，尽管主观愿望良好，自将会是难过地“不了了之”。由“三生教育”的“生命”、“生存”、“生

活”的目标指向看，“三生教育”应当说是直冲着解决“知识”、“智慧”、“品德”平衡统一目标去

的，立于教育应用伦理视角，实在希望云南省首创的“三生教育”的目标定位是为了“解决”而不是为

了什么“改善”的。  
 

4、我们人类意识由知识、智慧、品德自组织大一构成，面对我们人类意识的知识、智慧、品德构

成，教育的目标由“有形的”知识部分切入固然没错，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兼顾到“无形的”智慧教育部

分和品德教育部分呢？过去的和现有的教育模式都干了些什么？唯有形知识教育的“应试教育”都干了

些什么？我们的学生无辜地被一批一批地赶入难以兼顾智慧教育和品德教育的知识教育泡沫中，我们的

老师也“无辜”地一拨一拨越发在知识教育泡沫中混迹、晋升、无意中出一些腐败……如果说中国知识

泡沫的解决须由解决兼顾智慧教育和品德教育入手的话，云南省首创的“三生教育”工程确实开了个实

实在在的好头，确实跨出了实实在在的第一步。然而，下一步走向何方？仅仅是狭隘地针对学生？还是

考虑到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师本构成的改革？如果说不能在教学模式上分出智慧教育时间和品德教育时

间，“三生教育”终是要有名无实地滑入知识教育泡沫的老窖中；如果说不能在教学模式上落实以学生

以本的话，在“三生教育”本应该具有的“师生教育”、“互相教育”、“自我教育”三个环节上，或

许就只能停留在“师生教育”层面上打转转而让“三生教育”工程有名无实地流产。在解决学生的知

识、智慧、品德平衡统一教育的时候，师本构成的革命肯定是重大关键部分。如果说不能打破原有教育

管理观念，如果说不能改革原有“知识教师”的自大尊严问题，如果说不能把教师队伍也纳入“知

识”、“智慧”、“品德”平衡统一的再教育工程中，“三生教育”工程则难有保证成功的师本保障。  
 

5、我们人类意识构成的“知识”、“智慧”、“品德”的平衡统一要求仅仅是一个文明维度，我们

人类意识还有另一个文明维度更为重要，这就是“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全体意识”的平衡统

一拥有。“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全体意识”的平衡统一拥有是我们人类文明品德的基础，如

果说品德基础出了问题，如果说品德基础在“应试教育”长期追分训练下“回归”到动物性“个体意

识”层次，唯以“个体意识”为中心的泛滥成灾，我们学生的品德将何能得以文明建立健全？！在没有

文明档次的“原始品德”基础上，我们学生的知识和智慧的获取能正常进行吗？！学生偏主“个体意

识”泛滥成灾的代价，势必祸害到将来的社会文明发展。学生的品德教育目标何在？“个体意识”的偏

主强化无疑是过去知识泡沫教育的“必然产品”，由凶残的“马大学生”到冷血的“范跑跑”，中国原

有的“应试教育”的长期追分训练在无意之中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现有的教育评估方式可不可从唯一

的有形考分模式中改革出来呢？……由教育应用伦理视角出发，实在希望云南省首创的“三生教育”工

程不仅是在“知识”、“智慧”、“品德”平衡统一维度上努力，而且也要在“个体意识”、“群体意

识”、“全体意识”的平衡统一维度上努力；不仅仅是针对学生作以上两个维度的文明努力，而且也是

针对学校科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作以上两个维度的文明努力！  
 

6、 “三生”应用教育好！中国应用伦理学界同仁可否都来关心这一重大的中国教育改革事件呢？

中国应用伦理学界可否为云南省首创的“三生教育”支架起教育应用伦理探究平台呢？我们可以事先意

料，随着“三生教育”工程的具体展开，面对诸多新的教育应用伦理问题，应用伦理学特有的程式与内

容都将大有具体用武之地，“三生教育”工程不仅有可能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一大景观，而且也有可能促

成应用伦理学在中国教育界的特殊具体展开，在具体展开中生就一大批教育应用伦理学思索者，在具体

展开中由学生做起营造出中国应用伦理学文明的未来社会基础，并在具体展开中让应用伦理学文明在今

日中国文明大场具体生根、开花、结果。实践生理论，理论助实践，实践与理论的相互支撑和携手同路

是文明事业走向具体成功的智慧保障。以上意见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2008年10月12日地址：云南昭通师专教务处（ynztganming@126.com） 
 

（本文首发中国应用伦理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