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襋教育思想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 他认

为“通才教育”是一种以中国古代
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
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
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
系。 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
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
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
“专才”的任务。 这种任务应该由
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 而大学应
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
本训练。

倡导学术自由， 鼓励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

强调教师的楷模作用， 对学
生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襋教育智慧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 清华大学教授会由

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
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
教务长。 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
会。

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延揽人才的诚意
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 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
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将一位
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
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
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
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
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
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 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 共开出 1600 门课
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梅贻琦特别强调教师的楷模作用，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
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 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
也。 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反观今日师生
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

襋观点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

之机会，情况正同。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
正应于此注意也。

襋编辑点评
“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难道不是言传身教最生动的诠

释吗？ 作为教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了要将真实的自己呈现
给学生，因为对学生来说，我们就是“楷模”。

襋教育思想
张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条兼顾德、 智、体

三个方面，且德育、智育、体育观都有其独到
的见解。

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视“德育为万
事之本”。 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
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
育、道德教育”。

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 他是大胆的革新
者，早在 1904 年教家馆时，就敢于冲破封建
教育束缚。他不宣传封建教义的四书五经，而
致力于提倡科学， 宣传西方文化， 开设 “算

术”、“自然科学”、“英语”、“体育”等课程。
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的体质是张伯苓教

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曾多次谈道：教
育的目的是救国， 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
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
她的体魄”。

倡导“公”“能”教育，即熔社会教育与个
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寓教育于生活及课外
活动之中。

襋教育智慧
张伯苓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

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
尤其是根本”。 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
方面：(1)立志，(2)敦品，(3)勤勉，(4)虚心，(5)
诚意。 他亲自抓这方面的教育工作。 每逢周
三的“修身课”，总是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
者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 引人入胜的讲
授，宣传为人做事和处世治学之道，他曾不
厌其烦地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
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
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 从而强
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
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言简意赅，在许多
年轻人的灵魂深处，星火般地撒下救国图强
的种子。

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专门
在校门的一侧设整容镜。 镜子上刻着严修书
写的“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 头容
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
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使学生出
入校门有所警诫。

为了禁止学生吸烟，他曾带头折断自己
的烟杆，并当众销毁所存的吕宋烟，终其一
生不再吸烟。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博
得广大师生的尊敬，这种榜样的作用在德育

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强健学生的身体，他十分注意体育

教育的普及，在南开学校的各年级均设体育
课，每周两小时，他有时亲自带领学生踢足
球或参加比赛。

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
的组织，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考察的活
动。

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
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
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

襋观点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

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
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 欲达此种目的务须
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

教育一事， 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
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无论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
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

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自己要负些责
任，国家的事情我有份责任，你不要指责这
个指责那个，你指责你自己，你尽责任了没
有？ 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
要有课外活动， 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
书本上好得多。

襋编辑点评
今天的人们，言必谈素质教育，但什么

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大家未必真正明白。 在
当年的南开系列学校里，“教育范围绝不可
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张伯苓对于
教育的理解和实践，或许有助于我们读懂何
为素质教育。

襋教育思想
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

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
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
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
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
济、 自卫、 卫生和礼俗 “六大整体建
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襋教育智慧
“五四”运动之后，晏阳初回到中

国。 与朱其慧、陶行知等人创建了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任总干事。 先在长
沙、 烟台等地进行城市平民识字教育
实验。1926 年之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
农村。 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
验室”，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
验。 试图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
大教育医治中国社会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为中国教育的
现代化与本土化，以及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探索。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
层的农民中间去。 并身体力行，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转化为文
化启蒙、科学启蒙、民主启蒙与个体意识启蒙的具体实践。 在他的
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学有所成的留学归来的博
士、硕士，纷纷舍弃了城市中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
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间，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验，掀起了现代
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

“定县实验”前后达 10 年之久，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生计巡
回训练实验学校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形式。 他们还编
制了不同程度不同对象使用的字表、词表、简化汉字，以及各种类
型与不同程度的平民千字课本（城市平民、农民、士兵与初级、高
级等）、历史图说、国族精神讲话等一系列平民教材。 从教育入手，
对农业生产、农村卫生、保健、社区组织、县政改革进行了一揽子
实验。 总结出教育、科技与农业生产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
补以及农村教育基础化、经济化、普遍化等一系列经验。

襋观点
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农民办教育，要“化农民”，自己首先必

须“农民化”。 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
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 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

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
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

力在农村作学徒”。
襋编辑点评
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一个整体。 他提出的“学校式、社

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
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其实就是系统改造社
会的良方。 可惜，今天的教育依然偏“学校教育”轻“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教育之弊如何解，多看看晏阳初，或许就可迎刃而
解。

襋教育思想
教是为了不教。
提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 提倡引导与启发， 主张在教育和教学过程

中，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良好习惯”。
襋教育智慧
叶圣陶做起事来刚强果断，认真负责，一贯如此。 比如编讲义、写教材，他不但不满意有的人只

是照搬照抄，而且指出其中须包括自己的研究，带有自己的心得。 这种主张是他负责精神的表现。
叶至善在回忆其父指导他们练习写作时说：“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

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 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错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
……说是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
些什么？ 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 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子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 ”

叶圣陶曾应某大学聘请，担任教授。 本来他在大学教书并非第一次，又是很有名气的作家，而
且在各大书局掌握过文柄，他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上几大行。 可是叶老到校后，在经历栏中只写了
4 个字，“小学教师”。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是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和作家，但小时候读书并不用功。 当年小学一共 1~2
次升级考试,他竟有 4 次不及格，别人只需读 6 年的小学，他竟不得不读了 8 年。 奇怪的是，被人称
作大文学家、大教育家的叶圣陶，从未因此焦虑。 在叶至善的印象中，父亲从不逼着他考个好分数，
也从不强迫他将来一定要上大学。 父亲对他实施的似乎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教育。

襋观点
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习惯。
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
襋编辑点评
“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 ”叶圣陶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今天的一些人，依然是在灌输，而不是给予方法。 有时，教育不需要很多“创新”，而是去实践，实
践那些朴素的教育理念。

襋教育思想
经亨颐以西方教育的视角观察中国教

育，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一种“铸型教育”，
即教育目标只顾眼前、 教育原则固步不前、
教育手段千篇一律、 教育方法一成不变、教
育对象不分差别。 针对这些弊端，他倡导学
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即“以社会教育
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

他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校训，首开浙江
中学界男女同校之先河， 并实施学生自治、
教学自主， 大力推行 “人格教育”、“爱的教
育”、“感化教育”、“个性教育”。

襋教育智慧
经亨颐把自己的教育思路称为“纯正教

育”、“人格教育”。 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人
格？ 他认为，学校应纪律严明、学风鼎盛，且
应常举办远足、运动会和文艺活动。 在课程
上，经亨颐认为图画与国文两科“最合人格
教育之本旨”。 所以经亨颐在浙江一师任校
长期间，亲自给学生上课。 每周他会为每个
班级讲授“修身”课程。

在授课之外， 经亨颐同样重视活动中
的“修身”。 1913 年，浙江一师成立了“校友
会”。 成立校友会的第一个目的是弥补教室
里教授智识之不足 ，使学生活泼 、热情 ，使
校风振作、清新，也使教师得以考察学生的
个性。 第二个目的是 “联络感情、 敦笃友
谊”。 校友会的会员包括本校全体教职员和
全体学生，校友会设有文艺 、运动等部门 ，
定期组织演讲 、文艺 、运动会 、远足会等活
动。 各部门部长由教师担任，学生任干事。
另创办 《校友会志 》，刊登校友会的讯息和

学生作品。
经亨颐倡导学生自治、教学自主的教育

思想，并为学生写下自治歌：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 理性意志各自制。
经亨颐要求教师必须有 “高尚之品

性”，反对那些 “因循敷衍 ，全无理想 ，以教
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
庸碌之辈。1908 年，正在东京高师读本科一
年级的经亨颐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浙江两
级师范学堂校长王廷扬的盛情邀请， 特意
休学一年， 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

务长。 来到学校后，经亨颐发现学校的教师
也是参差不齐， 有些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
新式教师，也有些是通过关系进来的，且只
能教国文 ，如此一来 ，学校文学教员过多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有一位
国文教员是抚台大人介绍来的， 却在国文
课上写错字，胡乱解释。 学生来告状，经亨
颐到教室查看后，顾不得抚台的面子，立刻
解聘了那位教员。

襋观点
教育不以外力的改变而更改自己的本

性
教育永恒的使命是尊重学生的人格，养

成学生的人格。
训育之第一要义， 须将教师本位之原

状，改为学生本位。
襋编辑点评
教育目标只顾眼前、 教育原则固步不

前、教育手段千篇一律、教育方法一成不变、
教育对象不分差别……经亨颐当年所面对
的那些棘手问题， 今天的我们都解决了吗？
如果没有，让我们沉下心来，阅读经亨颐，阅
读当年的春晖中学，从而找到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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