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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

前言

　　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这个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就像“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是一个无
须思考、勿庸质疑的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你就会发现教育并不像吃饭那样简单。比如：人
为什么要进学校？进了学校为什么要学那些课程？学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什么要考试？考试以后为什么
要择优录取？择优录取后为什么就有好的出路？有了出路后为什么还要竞争？这一系列问题会让你产
生如下疑问：难道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高人一等吗？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来
维持生计吗？或者说，难道生命的价值仅仅是为了谋生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教育家和哲学
家的帮助。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却几乎是没有教育家和哲学家的时代。在一个没有教育家和哲学家
的时代，受教育的人就会感到迷茫，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会失去方向。　　教育家与一般从事教育工
作的人不同，他们不仅要有投身于教育事业赤子之心，还要对教育有深刻的思考，要把教育当作国家
前途、人类命运的大事。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家就是哲学家。　　这本小册子介绍的六位教育家，与
我在两年前写的《八位大学校长》（长江文艺出版社）都是探讨教育问题的。如果说八位大学校长都
有留学美国经历、并且都崇尚自由主义的话，那么这六位教育家无论是教育背景还是思想倾向都不大
一样。其中既有自由主义者傅斯年、潘光旦，又有思想偏左的陶行知、叶圣陶，还有较为中立的舒新
城、陈鹤琴。尽管如此，他们对教育都有执着的追求和广泛的共识，都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这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我把他们的思想和相关经历写出，无非是想为当今的教育提供
一面镜子，让大家看看它的模样，并思考今后的出路。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主题的要求和篇幅的限制
，我在介绍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希望读者见谅。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如今的教育不仅背离了五
四精神，而且与改革开放也格格不入。在我看来，1977年回复高考制度本来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然而从此以后我们的教育却走上一条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道路。　　——改革开放要求解放思想，
向前看。但是如今的教育却故步自封，向后看。时至今日，整个教育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形成一种应试
教育模式：高考要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学生也只好学什么。至于人生的真谛，社会的需要，国家
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都可以不管不问。这种应试教育其实是古代科举制度的再现。　　——改革开
放要求建立特区，大胆试验。但是如今的教育却统得很死，管得很严。各级各类学校在主管部门领导
下，通过各种各样的考核评比手段，形成一种唯“考核”是从的局面。就连当年为教学试验而成立的
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也早巳失去原来的用意，有的还变成了应试教育的“重点学校”。　　——改
革开放要求破除落后管理制度。但是如今的教育却一直坚持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招
生、统一考试的“计划教育”体制。这种“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不仅大大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独立自
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还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另外，在这种体制下
，考核中小学校的主要标准是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中小学只能把单纯的知识训练放在首要位置
，从而剥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和谐发展”的机会。于是有人把学校比作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
试机器”。即便是所谓“素质教育”，也很容易成为一种筹码，陷入追求升学率的恶性竞争中去。　
　——改革开放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为整个社会“松绑”。但是如今的学校无论是行政还是业务。都
要归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于是校长不仅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而且还有只对上级负责的义务和不受同行
监督的权力。这是造成学校衙门化的根本原因。学校衙门化的一个特产是量化考核制度。这种制度把
教学和研究分解为许多参数，并冠以“科学考评”的美名。按理说，考核的本意是要提高教师的业务
能力和教学质量。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考核不但不能让老师们把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反而诱导
他们把精力花在应付考核上。由于僧多粥少，而考核的结果又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待遇，因此它给老
师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　　——改革开放要求自由竞争，打破垄断。但是如今的教
育仍然是一家独大的垄断性办学体制。这种垄断性教育体制剥夺了师生的选择，影响了教育的投入，
挫伤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因此。如何救救我们疲
惫的孩子，如何摆脱目前的教育困境，仍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
中的每一个章、节均可独立成篇，读者在购买前，可择任一章中的任一两节。稍事浏览后再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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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

内容概要

《六位教育家》涉及的傅斯年、潘光旦、陶行知、叶圣陶、陈鹤琴、舒新城等人，都是在二十世纪上
半叶对中国教育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都非常
爱国又非常重视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引进，都认为教育的宗旨是人格的培养，都反对知识的灌输和现
代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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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

作者简介

智效民，山西太原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胡适和他
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学校长》、《心理的单间》和《思想操练》（与人合著）。
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被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奖评为“推荐之书”，《八位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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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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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

章节摘录

　　10.三大教育理想　　校庆过后，傅斯年本来想把自己的办学思想写成一本小册子，但由于事忙，
一直没有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在1950年年初写了一篇文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些想法。文
章的标题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内容分“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大部
分，发表在《台湾大学校刊》上。　　在第一部分“平淡无奇的教育”中，傅斯年首先引用老子所谓
“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的话，向全校师生明确表示：“我只知道一步一
步的实实在在的"办学，不会用盖礼堂、纪念馆等办法把学校办得很热闹。接下来他分别阐述了自己办
学的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其中包括食、住、衣、书、病五件事；第二，加强
课业，不能让同学们游手好闲；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活动，让大家能有“健康的体格，健全的精
神”。他说：这些意思可以用一句笑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一个大
学校长，居然想让同学们有好玩的东西，这话多么亲切啊。　　如果第一部分是要为学生健康成长创
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的话，那么第二部分则是对学生的期望。傅斯年说：教育的一个大目的，就是要陶
冶学生的性品。所谓性品，就是“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上等的性品，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这
本是中国儒家的道理，但西洋的正统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现在的非唯物史观、非极权论者，总多少站
在这个立场上。”傅斯年还说：“把立诚这个道理用在教育上，必须要考察事实、辨别是非。而如何
考察事实、辨别是非，必须要不欺人，不自欺。我以为学校的陶冶，是不能够谆谆然命之，，必须用
环境，用知识。用兴趣，陶冶他的。”他的意思是说，学校是熏陶的场所，不是说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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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

编辑推荐

　　《六位教育家》以通俗易懂、明白流畅的笔触，详细介绍了傅斯年、潘光旦、陶行知、叶圣陶、
陈鹤琴、舒新城等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具体内容包括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潘光旦与自由
主义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思想和教育人生、叶圣陶与中小学教育、舒新城与道尔顿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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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

精彩短评

1、粗略看了下,没有细看,不是我想要的
2、教育真的是一件好重要的事 是關乎一個民族的大事業
3、只看了一部分就有点爱不释手了！
4、智效民老师的书都很不错,因为是找他的另外一本书,苦于没有,正好又碰到了这本就买啦..很好..
5、直指教育发展历程
6、智效民先生的书值得一读
7、希望还会有这么好的书
8、师道之不传久矣，多年来难以读到对国产教育大家的评述，难得作者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他
们的生平事迹以及教育观点，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看到了我国目前的教育与几位教育大
家当年提出的目标还有多大的距离！
9、这书是借来看完后，才在网上买的。就内容来说是挺可以的。
10、可以看看
11、还行，同事看的。
12、好书，推荐给老师们！
13、智老师的书看多了会觉得同质性程度比较高。这也算大多数民间老一辈自学出来的学人的局限吧
。
14、挺喜欢家庭教育那一部分。
15、其实是六+x，副编的通才教育里介绍了更多学者对教育的理念。几位教育家观点各有差异，但可
以发现很多共通的地方：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教育生活化；以学为中心，以教为辅；注重个性；
普通教育等等。这种教育理念跟今时的教育制度已经相去甚远，未必全对，但很多都很有道理，可以
说是振聋发聩的。
16、在书店里看到后，觉得不错，买来后细看。我们的社会太缺乏教育家了，作为父母，学习一点教
育理念，并惠及到自己的孩子，和周围的人，很有必要。
17、分析的切里中肯，直言教育之真谛：塑造完整的人而不是会说话的工具。

智效民的开头序很实在，更细喜欢了。
18、没什么说的，蒙智老师题字惠赠的书。
19、如何认识教育家，这是一个问题。中国教育家有没有一个名录？我们现在的社会关心教育的人越
来越多，关心教育家的人越来越少。教育就是人的命运，关心教育就是关心人的命运。但是教育家的
命运呢？谁来关心？只关心自己孩子教育的，那是学生家长。关心一群孩子教育的，是学校校长。关
心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教育的那是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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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

章节试读

1、《六位教育家》的笔记-第57页

        学生自治的目的，意识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
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食物、明辨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
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只愿服务，不愿凌人，只愿治己，不愿对抗，只愿协助，不愿负气，只愿说
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潘光旦幽默而中肯地把学生自治会分为三种形式：“意识在学生个体与团
体活动生活方面做些修齐功夫的；而是替学生大众办事或当差的；三是被校外实力所支配和驱策的。
第一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第二种谈不到一个治字，不妨叫学生生活会，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学
校统治，也不由个人分别处理，而由少数不怕事的热心分子办。第三种谈不到一个自字，应当叫做学
生被治会。”

2、《六位教育家》的笔记-第55页

        现在的学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学生会”是什么意图了。其实，学生会的全程是“学生自
治会”。它原本是学生自由组合的自治团体，并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

Page 9



《六位教育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