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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体性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质的规定性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袁人的主体性也会逐渐发生变化袁这些变

化会影响我们对信息技术时代教育问题的考察袁甚至可以认为是我们对所有信息时代教育问题考察的基础性问题遥 而

认识信息技术时代学习主体渊学习者冤的特征袁需要从主体性出发袁结合技术哲学的成就进行深入分析遥 新生代学习者的

主体性不仅有表现状态袁更重要的是有发展过程院从状态角度看袁认识新生代学习者之主体性可以以海德格尔的上手与

在手或伊德所言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为参照曰从过程角度看袁新生代学习者在斯蒂格勒所言野人要技术冶结构渊机制冤的

作用下袁其主体性特征体现为无本质尧不安分和走向技术具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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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袁已给人们的学习和生活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袁作为

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状况如何袁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代

表的技术使人的主体性产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等问

题袁应是教育界高度关注的问题遥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袁就本质而言袁主体性是

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1]遥 人在与客体相互作用的

过程中发生改变的这一现实问题或普遍现象袁从哲学

根源上表现为人的主体性问题遥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

培育和发挥人的主体性袁教育的基本规律与学习者主

体性的发展规律密切相关[2]袁信息技术时代亦是如此遥

因此袁对新生代学习者的主体性的考察袁既是重新发

现教育理论新意蕴所必需的袁也是深化当前教育改革

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遥 从技术对人的作用或影响看袁技

术哲学理应成为考察人的主体性问题的重要视角遥 缘

于此袁本文在现象学技术哲学一脉融会贯通的关照下袁

对新生代学习者的主体性进行分析袁 以期获得一个关

于信息技术时代学习者主体性的相对完整的认识遥

技术与人类相伴而生袁 也始终伴随着人类的进

步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遥自从笛卡尔通过野我思故我

在冶开创了主体性哲学起袁主体及主体性问题便成为

近代哲学的重要话题袁也是最为活跃且思考最多的哲

学问题之一[3]遥从狭义的主体范畴来说袁目前学界一般

认为袁 主体性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质的规定性袁是

在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自觉能动

性[4]遥 由于无论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主体性的

发展袁还是人从出生开始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主体性的

形成袁整体上都在不断发生变化遥一般认为袁主体性处

于变动不居的形成过程之中袁是一个历史的尧动态的

发展过程袁并越来越合理袁趋向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的有机统一[5]遥 那么袁步入信息技术时代袁人的主体性

又会如何钥可能会产生哪些变化或者是否野被冶赋予了

不一样的内涵钥 虽然主体性的复杂多变令人困惑不

已袁但至少作为问题的主体性远没有尧也无法被消解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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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和价值[6]遥当然袁人之主体性是一

个庞杂的问题袁其中可能涵盖诸多子问题或角度遥 本

文聚焦的是技术哲学的视角袁因为信息技术时代人的

主体性问题袁首先应该是技术哲学的问题遥

那么袁 在技术哲学视角下考察人的主体性问题袁

与之相关的是对新时期的人的研究袁其中较受关注的

是数字原住民理论遥 笔者通过前期研究认为袁具体的

时间点不应成为界定数字原住民的终极依据袁对其的

认识还需从本质上去把握袁可归结为源自其丰富生活

世界的历史性及面对信息技术这一野原生物冶的潜在

具身性[7]遥 这恰与作为主体的人所呈现出的主体性相

呼应遥 本文所指向的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学习者袁主要

是具有数字原生品质的学生袁或称新生代学习者遥

如前所述袁考虑到因信息技术所致的主体性正在

变动不居之中袁而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袁一般会

有状态和过程之说遥 那么袁学习者的主体性在不断发

展变化中的状态如何袁过程又怎样钥 这是我们要追问

的基本问题遥因此袁本文沿着技术哲学的路径袁从状态

和过程两个层面展开对信息技术时代学习者的主体

性的考察遥

二尧人与技术关系对主体性表现状态的影响

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袁 乃技术哲学之基本命题袁

也是哲学反思的中心议题[8]袁自然成为本文要审视的

首要议题遥 此时袁海德格尔和伊德已经为我们揭示人

之主体性的状态特征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遥

渊一冤海德格尔和伊德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认识

1. 海德格尔的上手与在手

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大师袁又作为从哲学角度

关注技术的先驱之一袁认为人与技术的问题是一个普

遍问题袁并将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展现为关系问题与

本质问题袁且后者又最终服务于前者袁试图开启人与

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袁为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9]遥他通过野在世界之中存在冶袁指出了人的基本建

构方式袁并从世界中提取出技术要素袁认为其本质上

是一种世界的展现方式袁即解蔽遥

海德格尔认为袁人存于世界中袁是通过使用用具

渊技术冤这一世内存在者来揭示世界与自身的袁进而指

出人与技术关系有上手和在手两种状态遥 例如袁人们

通过眼镜与世界相遇袁 并在相遇之中体会存在之意

义袁此时人与眼镜之间的关系即为上手状态曰但一旦

由于某种原因使得眼镜被拿在手上去观察或单纯打

量袁这种关系就转变为了在手状态遥 上手与在手构成

了世内存在者的在此存在方式袁即世内存在者的在此

存在都是在上手与在手的时间性中来展现的遥

在海德格尔看来袁上手一词袁除包括上述所言作

为状态的一层含义外袁还包括野去上手冶之意遥 而正是

基于第二层含义袁才有了更为深入的关于上手与在手

的认识袁 即上手是技术在存在哲学立场上的宿命袁在

手是野上手冶或野去上手冶中的逗留曰所有野去上手冶或者

寻求上手之野上冶中的逗留袁是形成在手熟悉的前提袁

也是生成上手的基础[10]遥 因此袁对于上述眼镜而言袁上

手就是其宿命袁其存在的终极意义是走向上手遥

通过对用具的分析袁海德格尔确认了技术在人与

世界以及世内存在者之间的中介关联作用袁同时对组

建世界之为世界袁具有积极的尧不可或缺的作用[11]遥 海

德格尔对技术的探讨袁 也构成了其存在哲学的核心遥

此后袁很多哲学家沿着海德格尔开启的道路袁对其思

想进行诠释与发展袁试图将技术哲学的研究逐步引向

深入袁 美国当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唐窑伊德便是其中

的代表[12]遥

2. 伊德的人与技术四种关系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思想袁展现了技术在人与世

界之间的野居间冶作用袁为伊德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

究奠定了基石遥 在此基础上袁伊德更加关注实践领域

人与技术之间的作用关系袁 认为上手与在手可以进一

步充实其他可能的关系[13]袁进而借助相关理论袁围绕技

术意向性袁尝试描述性地分析技术与生活世界遥 他用

知觉来认识和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袁认为人类的生存

是由技术构造的袁对于远离伊甸园步入尘世的人类而

言袁由于技术的使用袁其绝大部分直接知觉就被居间

调节知觉所取代袁因此袁在人与世界的相对关系中起

着居间调节作用的技术实现了对人类知觉经验的转

化[14]遥

在继承与发展上手与在手思想的基础上袁伊德基

于技术的居间调节作用袁把人与技术的关系细分为了

四种遥 其中袁具身关系渊Embodiment Relations冤袁代表人

通过具身化的技术去感知世界袁 即人借助技术使实践

具身化袁用意向性公式可以形式化为院渊人要技术冤寅世

界曰解释学关系渊Hermeneutic Relations冤袁是指人通过

技术来野看冶世界并知觉技术背后的世界袁意向性公式

为院人寅渊技术要世界冤曰他者关系渊Alterity Relations冤袁

是指技术作为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有焦实体被人知

觉和认识袁意向性公式为院人寅技术要渊要世界冤曰背景

关系渊Background Relations冤袁表示一定程度上人是在

全技术的世界中生活袁意向性公式为院人渊要技术/世

界冤遥 这四种关系是由于技术居间调节的位置不同而

形成的袁且技术位置从他者向具身依次由世界向人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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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或转化遥

人与技术四种关系袁 是 野作为身体的我冶渊I-as-

body冤 借助技术手段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袁类

似或相应于上手和在手袁 是对其展开的更为全面尧细

致的阐释袁亦是野去上手冶之野去冶中更为细化的逗留方

式遥事实上袁伊德对于人和技术关系的描述袁许多都与

海德格尔对于上手和在手的分析类似遥 其中袁具身关

系被认为是自身体出发的人借助技术与世界之生存

关系的一种终极形式袁同时袁它也是上手状态中技术

在直接经验中抽身而去的情形遥 此外袁伊德还提出连

续统的概念袁类似于野去上手冶的连续性袁进而将四种

关系联系在了一起袁同时也表明了其对关系转变的关

注或重视遥 在伊德看来袁他者关系尧解释学关系尧具身

关系因对应的行为形式由蕴涵的自我意识所标识袁即

技术作为有焦实体出现尧处于实践的中心位置袁属于

直接的和有焦的人技关系袁且构成了一个有序的连续

统袁其中袁他者关系和具身关系分别居于两端袁解释学

关系处于中间[14]遥 而背景关系位于具身关系的极端袁

这时的技术通常不在焦点位置袁是野不在场的显现冶或

野不显现的在场冶袁 属于间接的和无焦的人技关系袁发

挥着场域的作用遥

渊二冤状态角度下新生代学习者的主体性分析

以上述思想为参照袁我们可以开始从状态角度来

描述人的主体性特征袁 即人的主体性的表现状态袁在

海德格尔来说为上手和在手袁在伊德而言则是人与技

术四种关系遥 对于新生代学习者而言袁由于其原初即

在技术化生活世界中生存袁具有历史性和潜在具身性

的特征袁使得其与技术的关系状态在上述基础上较非

新生代学习者产生了一些变化遥 而且袁在海德格尔那

里袁上手具有原真性和优先性袁是技术的宿命袁在手仅

是野去上手冶中的逗留遥 在伊德而言袁随着人之技术使

用经验的不断丰富袁其与技术的关系在人与技术的张

力线上可以实现从最初的他者关系到解释学关系尧再

到具身关系袁甚至从前景转至背景关系遥 在具身关系

中袁具身化技术呈现出较高程度的透明性袁好像与人

融为一体尧融入人的知觉经验中袁同时也给人带来了

力量和转化袁进而使得人的本质得到再建遥 对于作为

实践活动主体的人而言袁其与技术所达成的具身关系

状态即是技术具身袁正如伊德最初提到的野技术渊或工

具冤具身冶遥在信息技术时代里袁技术的作用愈加彰显袁

新生代学习者与信息技术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均有向

具身发展的强烈倾向[7]遥

站在作为主体的人的立场来看袁 技术具身的形

成袁正是由于技术居间调节的位置不同袁使得新生代

学习者的主体性也逐渐发生变化袁直至产生因技术建

构的身体主体性或技术具身性遥 但是袁无论是海德格

尔的上手和在手袁 还是伊德的人与技术四种关系袁都

只是新生代学习者与技术的关系状态袁对于不同的状

态之间为何转化以及如何实现转化的问题袁两位学者

并未详细论述遥 且如前所述袁在变动不居的信息技术

时代中袁考察技术对于主体性的影响袁除了重视呈现

的状态外袁更需关注形成的过程遥 即在此能动化的进

程中袁 技术是如何影响或作用于学习者的主体性的袁

是本文接下来要审视的问题遥

三尧野去存在冶之野去冶及其原初动力

在揭示表现状态的基础上袁我们需要继续遵循技

术哲学的路径袁分析技术对新生代学习者及其主体性

之影响的过程性袁以揭示其深层的发展机理遥 自海德

格尔出发袁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存在论问题袁即作为整

体的人这一存在者之存在于其与周围世界的总体关

系中所呈现出的能动性问题袁它主要地不是或者不限

于仅是认识论问题[15]遥 因而袁关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

的探讨袁是展开主体性讨论的关键遥

渊一冤野去存在冶之野去冶要要要再议海德格尔的存在

思想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存在问题袁 其对人与

技术关系的揭示以及对技术追问的核心目的袁 仍是在

于关心人的野存在冶状况遥在他看来袁由于野存在冶是一个

最普遍的尧不可定义的尧自明的概念袁会经常被人们所

野遗忘冶袁而野存在冶就是存在本身袁不是野存在者冶袁但存

在又总意味着某种存在者的存在[16]遥 他用野此在冶来称

呼能够发问存在的特殊存在者袁解构了主客对立的主

体自我并取代了胡塞尔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主体[17]袁

指出只有野发问冶存在的存在者才能通达存在袁并将二

者区分开袁使存在从存在者中崭露和敞亮出来遥 而此

在发问存在并对存在把握和领会的过程袁即是此在野去

存在冶之野去冶袁亦是此在寻求上手认识之野上冶袁同时也

是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野去存在冶之野去冶遥

对于此在而言袁其存在需要其去存在遥 此在具有

实际性袁其因存在而存在袁此在的本质或本性在于其

去存在尧在世界之中展开其生存袁但此在之生存并非

是现成给予的袁必须通过去存在而求生存遥 正因为此

在之存在袁存在才得以显现为存在遥 因此袁此在之野去

存在冶袁不仅可以指向上手和在手存在状态袁更重要的

是袁它需要不断地野去存在冶袁而这个野去存在冶之野去冶袁

也正是野去上手冶之野去冶或寻求上手存在之野上冶遥 在

野去存在冶中袁此在与世界打交道袁并一向倾向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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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视不断地对上手存在者进行把握袁进而以某种方式

与存在本身发生交涉袁对本己的存在有所领会遥 此在

对其存在的领会袁始源地构成此之在袁包括此在自己

的实际性尧能在和寓于世内存在者而存在袁即此在之

野生存冶或展开的三种原初方式[18]遥

然而袁海德格尔虽有通过野去上手冶来展现野去存

在冶袁赋予了野去存在冶之野去冶或者野上手冶之野上冶丰富

的意义袁而在这个野去冶或野上冶的背后袁还野隐藏冶着什

么更原初的原因却未予进一步揭示遥 于是袁技术与作

为此在的人相互作用之细节如何袁就成为审视人的主

体性的重要内容遥此时袁贝尔纳窑斯蒂格勒的人性结构

观袁既是在讨论信息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时不得不提

的一种思想袁又是一个可以用于揭示野去存在冶之野去冶

的过程的有力分析工具遥

渊二冤野去存在冶之野去冶的原初动力要要要斯蒂格勒

的人性结构观

作为当代技术现象学代表人物之一袁斯蒂格勒以

古希腊神话为例袁从人类固有的野缺陷存在冶与技术的

野代具性冶弥补出发袁建构了技术与时间和人的本性之

间的关系袁进而提供了一种关于理解技术现象以及技

术对人作用的技术哲学思想袁获得了全球学界的广泛

关注和普遍认可遥 笔者认为袁斯蒂格勒的这个工作实

际上是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继承与发展袁从本质上

揭示了野去存在冶的原初动力遥

斯蒂格勒根据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分析袁通过大

量的尧多个领域的原始技术资料袁从技术野之上冶进入

技术野之内冶袁并借用德里达的野延异冶一词袁将被海德

格尔无意识野割裂冶开来的技术与人尧人与自然野本质

地冶联系起来袁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尧基于代具渊技术冤

的此在生存性论证[19]遥 为了展开技术问题研究袁斯蒂

格勒借用了勒鲁瓦要古兰的外在化思想袁认为人类由

于缺乏足以维持自身生存的先天的本能而必须借助

外在于自身的技术来生存袁即因野缺陷冶而沦为技术性

的存在遥 他将这种人类之本质的外在化袁作为其技术

哲学推演的逻辑起点袁认为院由于代具放在人的面前袁

是面对面地在人之外袁因此袁技术这个外在的东西构

成人所面对的存在本身袁即人存在于自身之外尧存在

于技术之中[20]遥 这种本性成为充实人之本质的一种方

式袁同时表明向技术寻求本质乃为天然袁彰显了野人要

技术要世界冶结构之必然性与合理性遥

之后袁 为了避免出现技术架空与反噬人类的情

况袁 斯蒂格勒又吸收与拓展了西蒙栋的个性化思想袁

从而使外在化与个性化二者构成了内在张力袁为其技

术哲学打开了全新的局面袁使之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

时代的忧患意识[21]遥 正是由于外在化与个性化形成的

张力结构袁 使人自身呈现出一个矛盾和冲突的样态袁

并天然地具备一种通过与外界互动来使自身处于不

断的野变冶的张力和诉求遥而这种内在张力还需通过延

异运动进行具体分析遥

所谓延异袁 具有无声的差异和延迟的运动两层

含义袁也即空间和时间的相关差异遥 斯蒂格勒在坚持

存在论立场的基础上指出袁野人冶和野技术冶间的延异袁

既不是此在渊或野谁冶冤袁也不是非此在渊或野什么冶冤袁而

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往返运动袁是以野人要技术冶结构形

式表征的二者的交合或者共同的可能性袁在二者之外

并且超越二者袁使得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现象的两个侧

面[20]遥 它所刻画的是由人固有的尧天生的野缺陷存在冶

而激发袁并致使人走向不断野补缺冶的生存历程遥 正是

通过延异袁斯蒂格勒说明了技术对人的存在的建构过

程袁同时也阐释了技术现象内在包含的一种野此在要

非此在冶结构渊即野谁要什么冶结构冤的内部运动袁以及

由二者之间的时间要历史性作用关系而导致的整体

结构的变迁遥 正是在这种结构的作用下袁技术构成了

人类的本质和存在方式袁最终致使人以野人要技术冶的

方式渊去冤野存在冶袁而这种野人要技术冶存在结构也恰是

一个关于人的尧具有本体论性质的人性结构袁同时也

支撑并反映了技术现象中的人本属性[22]袁进而揭示了

人野去存在冶这种表象背后原初的尧根本的尧本质彰显

的形式遥

斯蒂格勒在表明人与技术作用原初动因的同时袁

一定程度上也使我们对信息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有

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遥这种认识是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相

融合统一的袁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院首先袁人在外存在

认识的统一遥海德格尔认为袁人在世界之中存在袁又素

来滞留于已被揭示的世界和上手存在者袁是依寓于对

象的 野在外存在冶袁 但这也正是人原本作为认识着的

野在世界之中存在冶即真正意义上的野在内冶袁进而在其

存在中领会存在[23]遥 而斯蒂格勒的野人存在于自身之

外尧存在于技术之中冶的观点袁恰与这种野在外存在冶的

思想一脉相承遥其次袁向居间物求存在认识的统一遥海

德格尔和伊德把目光指向了居于人与世界之间的技

术袁并将人通过技术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视为人之去

存在的生存历程袁斯蒂格勒则为这种思想的合理性提

供了原初的说明遥最后袁关于去存在认识的统一遥无论

海德格尔的野去上手冶思想袁还是伊德的野人要技术冶关

系连续统袁 以及斯蒂格勒的人与技术作用的内在张

力袁都表明了技术总是在野去存在冶之中并且会在某个

位置上野逗留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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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过程角度下新生代学习者的主体性分析

在上述逻辑展开的立场上袁我们剖析了技术对人

及其主体性影响的过程性袁即野人要技术冶机制所揭示

野去存在冶之原初的尧深层的发展机制遥 新生代学习者

作为信息技术时代的一类群体袁其主体性始终是本文

关注的重点遥因此袁从发展过程的角度而言袁新生代学

习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无本质尧不安分和走向技术

具身三个方面遥

渊一冤无本质

新生代学习者作为信息技术时代的人袁 其先天的

野无性能冶或野缺陷冶存在特征较其他时代的人更为明

显袁在其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袁渊信息冤技术自然而然地

成为代具并帮助其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存在的功能袁最

终二者形成了野新生代学习者要技术冶存在结构遥 在这

种存在结构的支撑下袁 学习者也呈现出 野置于自身之

外冶的本性袁反映了其与生俱来的人性结构遥 而这种本

质外在化的秉性袁也正是学习者之无本质的特性遥所谓

无本质袁可以指向没有本质袁没有性能遥也即是说袁人由

于先天本能的缺失袁失去了先天的规定性袁是一种没有

本质的特殊存在袁而人的本质是被自我建构出来的袁其

中袁技术则是构造人和世界的一个基本环节[24]遥 更进一

步袁野无本质冶之野无冶袁又不简单指绝对的无袁更指向相

对的无袁也即是袁如果把婴儿出生时的野无冶作为绝对的

无袁而所指相对的无袁则是其成长与发展中野人要技术冶

结构内野技术冶之足悬起时的状态袁是一种在已经有其

他逗留中的技术的野既有冶状态走向对新技术的搜求的

状态遥在信息技术时代袁由于技术作为居间调节物或代

具被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袁 技术的解蔽与遮蔽愈加成

为所有话题中的第一话题袁使得野无本质冶之野无冶同样

愈加彰显袁进而袁对其深刻认识的重要性日益增强遥 正

是因为这种野无本质冶特性的突出和强化袁新生代学习

者必须通过处于具身状态或其他关系状态的信息技

术与世界打交道袁打交道的过程既是学习者本质建构

的过程袁同时也是其去存在的历程遥 在野无本质冶状态

下袁新生代学习者由于自身性能原始性的缺失袁导致

某种意义上的生存危机袁为了求生存或者继续野存活冶

于世袁必须不断地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去寻找本质遥

渊二冤不安分

新生代学习者的人性结构袁在说明学习者野无本

质冶的同时袁又让其与技术彼此内在于对方之中袁二者

相互规定尧融为一体遥其中袁学习者由于自身的野缺陷冶

而导致的差异存在以及由野缺陷冶所激发的内在动力袁

对技术先天地有着野补缺冶的诉求袁使得其技术性存在

也是一个不断野补缺冶的历史过程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技

术由于放在面前显现为野偏离冶渊空间化冤袁以及作为世

界的已经在此始终展现为野超前冶渊时间化冤袁学习者便

在空间上野存在于自身之外冶且经常表现为时间性的

野延迟冶袁从而学习者与技术之间由于时间要历史性的

前后错动袁 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地空间化和时间化袁引

起人性结构的整体变动和转移遥 而且袁延异并不是简

单的尧单向的袁而是在学习者与技术之间相互交融尧不

断往返尧永不停歇地进行着遥针对学习者而言袁相关差

异是通过技术的体验所揭示出来的袁同时技术体验的

过程也是学习者缺陷的差异化运动的弥补遥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内在张力袁 对于学习者来说是永远存在的袁

使得其天然地具有野变冶的属性遥学习者必须不断地发

明尧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性能袁于是表现为变动不居的

不安分品性遥 一方面袁新生代学习者不安分是天生的

不安分袁同时又适应且乐于这种不安分袁在不安分中

寻求焦灼的消解袁将不安分镶嵌在追求坦然心境的过

程之中袁进而使自身从整体的人类中分离出来遥 在成

长与发展过程中袁新生代学习者会在不安分中主动求

变尧积极应变曰与之相比较袁非新生代学习者则是在焦

虑中被动变化袁在焦虑中被动地向适应信息技术时代

的生存去作迫不得已的努力遥另一方面袁从整体而言袁

新生代学习者作为能动性的主体袁可以同时与多种逗

留在连续统的不同位置上的技术打交道袁使得主体性

由于一直在这样的拥堵尧矛盾尧焦灼的状态之中袁也可

以说是在不断走向新的自由但始终深陷其中的过程

之中而更加不安分遥 因此袁在这个进程中袁由于这种

野不安分冶的特性袁新生代学习者总是在不断地尧无休

止地通过与世界打交道来向外寻找自己的本质遥这种

向技术寻找本质或本质的渊价值冤实现袁也是作为此在

的新生代学习者在野去存在冶之野去冶中完成的遥而技术

的属性和力量也会随之不断向学习者转移袁进而技术

转化为其内在本质袁使得原本作为在外存在的技术转

化为学习者的自身力量遥 而当今信息技术的普遍化尧

大众化尧高效能袁使得新生代学习者向技术求本质变

得历史性地相对容易袁且相对而言也容易导致更加高

效的内在本质的提升袁 于是陷入日益强化的外化循

环袁进而为其变动不居提供了动力遥

渊三冤走向技术具身

在人与技术之间内在张力的作用下袁不断变化的

学习者作为在本能驱动下不断更新的此在袁因新的代

具需求或野补缺冶诉求袁促使其继续走向新的尧更加丰

富的技术具身遥 针对新生代学习者而言袁所谓走向技

术具身袁是许许多多的正在野上手冶宿命驱使下野奔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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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的技术中袁有更多因潜在具身性而走向具身的可

能曰但对于非新生代学习者来说袁这些技术即使在同

样的宿命之中袁也会较多地在某处逗留遥 这种走向技

术具身的特性袁始源于海德格尔的上手袁是伊德连续

统思想的彰显袁也是在野人要技术要世界冶格局下一种

必然的存在方式袁 而斯蒂格勒则为这种存在的合理

性尧必然性提供了一种解释遥 人通过技术与世界打交

道袁仅有野人要技术冶和野人要技术要世界冶两种布局袁

而野技术要世界冶则是通过海德格尔所述技术对世界

的解蔽遮蔽尧伊德所述技术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居间调

节来体现的遥 在此背景下袁新生代学习者通过技术与

世界打交道袁获得成长与发展遥打交道的过程袁亦是其

内在品质或本质发生悄然变化的过程袁而变化的速度

或效率袁在技术外化循环的作用下袁关键还是取决于

作为此在的学习者自身的能动性遥正如马克思主义实

践哲学中所揭示的袁与主体性本身相比较而言袁能动

性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25]袁而正是在自觉能动性的

主体活动中袁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之本质力量才得

以现实化和客观化[26]遥

新生代学习者不断通过技术与世界打交道而使

自身获得发展的过程中袁其与不断涌现尧层出不穷的

技术之间具有以上手或者走向具身为强烈倾向性的

原则袁这是技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尧且与认识论不相

悖的宿命遥 即在认识论意义上袁学习者是通过这种方

式认识世界的袁而在存在论意义上袁则是以这种方式

去存在的遥在这种与认识论不相悖的存在哲学立场以

及作为世内存在者的各种技术以走向具身为宿命的

前提下袁学习者与技术的关系则从最初的离身状态不

断走向具身状态遥 因此袁新生代学习者能够或者较易

在自身需求与不断涌现的新技术的应用之间达成新

的平衡袁通过技术来充实自己袁促进成长与发展遥

在不断走向技术具身的过程中袁发展为具身化的

技术已经参与到新生代学习者的本质之中袁使学习者

能够借助技术通畅地与世界打交道袁成为一个技术具

身的此在去存在遥而由于现实状况或实际需要等原因

未发展至具身状态的技术袁与学习者的关系则停留在

了他者关系尧或者解释学关系尧或者仍在伊德所言人

与技术关系连续统中相邻状态间发展演化的阶段之

中袁 逗留在海德格尔所言从在手走向上手之中的某

处遥 走向技术具身过程中的各种逗留袁是学习者与技

术之关系对学习者主体性影响的不同表现遥在此发展

特点下袁新生代学习者的主体性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样

态袁整体上又有更多走向技术具身的可能性袁使得这

类群体既丰富多样袁又各有差异袁群体中的个体时时

表现出既有技术具身袁又有各种逗留中的纠缠遥 这种

不断走向技术具身的特性袁亦是新生代学习者在信息

技术时代此在式存在的一种体现遥

五尧结 语

本文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立场出发袁并附以伊

德及斯蒂格勒的丰富和发展而成袁 至此作为大前提袁

后续以此为依据袁对新生代学习者的主体性特征进行

分析袁践行了一个三段论演绎 [27]袁获得了对新生代学

习者主体性的认识遥

当前教育领域袁 对技术的认识还多停留在工具尧

环境等层面袁进而陷入从表象到表象的逻辑困境遥 在

已有相关研究中袁也有学者关注到技术哲学的思考进

展袁也有直言技术具身袁但缺少作为基础的系统性分

析袁无法给出对原因的说明袁也就无法深入把握事物

的本质遥 本文从现象学技术哲学中汲取营养袁通过状

态和过程两个角度展开主体性分析袁进而针对信息技

术时代学习者的主体性问题勾勒了一幅崭新的尧相对

完整的认识图景袁为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理论再建等

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学理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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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earners' Subjectivity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e:

From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DENG Minjie1, LI Yi2

(1.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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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jectivity is the qualitative prescriptive nature of the human being as the subject of

activi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also changes

gradually. These changes will affect our examination of educational issues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e, and can even be regarded as the fundamental to our examination of all educational issu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rning subject (learner)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e requires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ity, combined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t is understood from the research that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rners has not only a performance status, but more importantly, a developmental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u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rners can be

referenced to Heidegger's theory of Zuhandenheit and Vorhandenheit or to what Ihde calls the four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rners is

characterized by a subjectivity that is insubstantial, restless and moving towards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as a result of what Stigler calls "human-technological" structure (mechanism).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Generation of Learners; Subjectivit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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