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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开学季，每年这个时候，关于教育的话题总是持续占据人们的视线。从成都一家长拒绝为
孩子支付大学学费，到各地愈演愈热的择校风波。教育，这个全民关心的话题，也往往是招致口水
最多的领域。

不过，梳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会发现，我们的教育曾经有过非常荣光的一面，教育家们根据自
己的学识、经验改造教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不热闹。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文章，期待
从这些先贤的著作中获得一些关于当下教育问题的思想资源。

重温过去的教育精神
——— 陶行知、叶圣陶们如何办教育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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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改善这个社会
成都女孩玲玲考上了一所重

点大学，她的父亲却因“读书无
用，读大学是个肯定失败的投
资”，拒绝让女儿读大学，引发了
舆论对“读书有没有用”的热议。

实际上，关于读书是否有用
的争论一直存在。

《夏丏尊教育名篇》一书中，
收录了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夏丏

尊的《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书
中写道：“前天，本校数学教师刘
心如先生和我说：‘有一个学生问
我，数学学了有什么用？’”这引发
了夏丏尊关于我国教育的反思：

“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
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
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中国古
来少有独立的学问：历史是明君
臣大义的；礼是正人心的；乐是移
风易俗的；考据金石之学是用以
解经的……哪一件不是政治或圣
人之经的奴隶？这就是各种学问
的用处！”

抛开读书是否有用的争论，

梳理中国近现代史，会发现我们
的教育曾经有着非常“体面”的过
去。诸多名家大师投身其中，教育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承载了他们改
造社会与国民的期待，这些教育
家的思想与实验，与著名美国研
究专家资中筠对教育意义的阐释
非常相似：“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为
了改善这个社会，教育出来一个
良好的公民。不管你干哪一行，是
简单的职业也好，复杂的职业也
好，首先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有基本的
品格的人。”

民国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
老校长蒋梦麟，1917 年学成回国
后，担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其间
他多次撰文介绍他的教育思想。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
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
之完满幸福”。

与蒋梦麟一道师从美国著
名哲学家杜威的陶行知和胡适，
对教育均有着非常强烈的理想

主义情怀。《陶行知教育集》一书
收录了他论述教育的主要文章。
其中一篇是 1916 年 2 月 16 日陶
行知写给罗素的信。在这封信
中，陶行知直言：“余今生之唯一
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
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
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
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
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
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
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
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
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
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
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
之国。”

在安徽教育出版社选编的
《胡适论教育》一书中，有对胡适
教育主张的阐释。胡适推崇老师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论，认为教
育即生活，致力于推进一种普遍
的国民教育。

教育应注重国民人格养成
回到国内后，陶行知根据中

国国情和现代化潮流，开始了对
教育的改造与实验。1927 年，陶
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及燕子矶中
心幼稚园。抗战前后，他倡导并
实施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抗战
教育等。他创立的生活教育理
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
学校”、“教学做合一”，直到现在
仍然被教育界所推崇。在陶行知
看来，“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
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
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
本是死书本”。

《陶行知论生活教育》一书阐
述了他关于生活教育的理念，很
多名言如“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
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等至今依然耳熟能详。这本书中，
有陶行知对办学经验、教训的总
结，有对八股及会考制度的抨击，
有对中国教育及国家命运的深刻
思考。

民国的教科书中，更是可见
“五四”运动后民主、科学思潮的

影响。当时的一大特点是“大家编
小书”，蔡元培、叶圣陶、夏丏尊等
人直接参与了民国教科书的编
写。蔡元培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
书》前两年重印后，引发热捧。这
本书既有伦理哲学思想上的观照，
又有修身的方法和路径。资中筠以
民国时的高小教材为例，说书中处
处可见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在
书的“编辑大意”中，第一条便是

“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
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大作家叶圣陶编写了《开明国语课
本》，本着与蔡元培相似的原则，深
入浅出，生动有趣。

对教师这个职业，叶圣陶有
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在《如果我当
教师》一书中，他说：“教识字教读
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
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
终极的目的。”这一观念在他和夏
丏尊合编的《文章讲话》中同样得
到了体现。

现代幼儿教育奠基人陈鹤琴
则在幼教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

索。陈鹤琴为人所知的一个案例
是，他以儿子为对象，从出生之日
起，对其身心发展作连续观察。陈
鹤琴著有《儿童心理学之研究》和

《家庭教育》两本书，书中提出了
“活的教育”理念，陈鹤琴的一个
主要观点是一切教学集中在做，
并在其中培养幼儿做人的态度，
养成优良的习惯，训练人生的基
本技能。

在高等教育领域，不得不提
的人物是蔡元培。他在北大首开

“学术”与“自由”之风，是“五四”
时期的风云人物。山东文艺出版
社 出 版 的《 蔡 元 培 ：大 学 的 意
义》，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进行
了非常系统的梳理。如梁漱溟评
价的那样，正是因为蔡元培的兼
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
有了立足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
文化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
得以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蔡
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
也是中国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
造者”。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
教育格局逐渐被打破。在高等教
育领域，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以燕
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学校消亡，
与之对应的是欧美式通识教育的
理念被苏联式专科教育所取代。
此后，又因为“反右”、“文革”等影
响，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即便
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提
及教育，舆论也往往是批评者多，
满意者少。

著有《燕京大学》一书的陈
远，在谈及现在的教育弊病时，指
出问题根源在于现在的教育理
念、教育格局出了问题，“教育不
应该简单地教人技能和知识，更
重要的是教人成为人，而不是工
具”。

陈远将关注点放在教育格
局上，在他看来，民国时期大学

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当时整个
教育格局的两翼，其中大学又形
成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
弹性序差，彼此补充又彼此竞
争，可以满足社会各个层面的需
要。

以社会教育为例，因为《我生
有涯愿无尽》的新近出版，人们
得以从这本再现梁漱溟生平的
书籍中，追忆梁漱溟民国年间在
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
情况。与梁漱溟同时期在河北定
县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晏阳初，
则留下了《平民教育的真义》、

《农村运动的使命》等书。晏阳初
在河北定县多年实践中发现了
中国农民的缺点：愚、穷、弱、私，
并提出了四个有针对性的疗救
办法：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
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

公民教育救私。因此在识字教育
以外，他还大力推广改良农业生
产、提高农业产量，设立运销合
作社提高农民收入，打疫苗、防
治传染病，办农民杂志，编新式
话剧，收听广播节目，进行公民和
爱国教育。

学者陈子明梳理近现代教育
后指出，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
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
的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
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
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温床，是各式
各样社会团体的策源地。如今，这
一功能却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如
果认识到教育失误的长期性和严
重程度，只搞一点小修小补是远
远不够的。”陈子明引述许多有识
之士的话说：“中国教育需要一场
革命。”

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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