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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 于中国教育学的源头,有 源自国外和国内两说。中国古代教育学文献《学记》,已 经比较全面且程度不

同地触及到了当今中国教育学最基本的内容 ,为 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开启了端绪。《学记》作为中国教育学的源头 ,

既具有内容之实 ,又 具有学理之实 ,对 构建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教育学 ,具 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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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 ,中 国教育理论界越来越关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史。此项研究中,中 国教育学的
“
源头

”
何

在 ,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笔者试图建立
“
源头

”
的应有标准 ,并 通过剖析《学记》与

“
标准

”
的契合程度 ,为

明晰
“
源头

”
作一尝试。

一 有关
“
源头

”
的相关论述

围绕中国教育学的起源 ,学界提出了各不相同又各有依据的看法。基于是源自国内还是国外 ,可将已有

论述归结为以下两种主要观点。

(-)“ 源自国外
”
说

有学者认为,虽 然中国古代已有诸如《学记》等教育著作流传 ,但直到夸美纽斯(J.A。 Comenius)《 大教学
论冫问世 ,才使教育学

“
第一次以一种有结构的独立形态

”
,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框架中分离了出来[1](3

页)。 还有学者认为 ,《 学记》对教育问题的论述或偏于经验性 ,或偏于哲理性 ,“ 未能构成系统性的著作
”
[2]

ll页 ),也
“
未形成系统的教育学科知识

”
[3](5页 );中 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各种教育思想和观点 ,到 19

±纪末还没有发展构成
“
学科形态

”
,作为一门学科 ,教育学在中国是以

“
从国外引进的方式

”
出现的[4](91

上述学者虽然都不否认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学记》等教育著作问世 ,但认为这些著作并非系统、专门
扌教育学著作 ,也未发展构成为学科形态 ,直到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学,中 国才有了系统或专门的教育学。

(二 )“ 源自国内
”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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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 ,《 学记》既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中
“
最早、体系比较严整而又极有价值

”
的一篇 ,也是

“
世界

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专著
”
[5](10s页 ),它 的出现意味着

“
中国古代教育思维的专门化

”
,

是一个概括水平不低的良好开端 [6](3页 )。 还有学者认为 ,《 学记》是我国古代
“
教育学的雏型

”
[7](247

页),它 首先以
“
独立的思想形态

”
,作 为

“
萌芽期的教育学流传于世

”
[8](1Ⅱ 页)。 也有学者认为 ,中 国教育

学源于古代儒家的教育著作 ,《 论语》、《孟子》、《荀子》、《礼记》是
“
中国教育学的四大源泉

”
,并认为《礼记》

汲取了前三者的精华 ,可 以作为代表 [9](111页、1γ 页)。

上述学者无论认为中国教育学起源于《学记》,还是起源于包含有《学记》的《礼记》抑或其他著作 ,都认

为中国古代就已有了关于探讨教育问题的专门著作 ,这些蕴含珍贵教育思想的著作是中国教育学的萌芽或

雏形。

(三 )一点思考

通过简略梳理 ,笔者有下述直观认识。持
“
源自国外

”
说的学者 ,在肯定西方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 ,并未否定中国古代教育著作的基本价值 ;持
“
源自国内

”
说的学者 ,注重中国古代的教

育著作 ,并主张在这些著作中寻找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源头。两种看似各执一端的观点 ,至少有两点是共同

的 :其一 ,都在探寻中国教育学的真正源头 ;其二 ,在探寻源头的过程中,都对中国古代有关教育著作的价值

有不同程度的关注。

笔者试图以大多数学者都论及的《学记》作为考察对象 ,通过建立
“
源头

”
应有的标准 ,并将《学记》与这

一标准加以比较 ,而后得出判断。

二 “
源头

”
标准的思考

作为
“
源头

”
,自 当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开启端绪 ;也 只有起到了这种作用 ,才 能称得上

“
源头

”
。换言

之 ,如果《学记》确实初步触及甚至论及到了当今中国教育学(以 近⒛ 年为据)最基本的内容 ,或者说当今中

国教育学的内容是《学记》内容的延伸与拓展 ,似可认定其符合
“
源头

”
标准 ,《 学记》即中国教育学的源头。

(一 )当今中国教育学
“
样本

”
选择

近⒛ 年来 ,中 国出版了大量的各有特色的教育学著作。有学者统计 ,仅 1979— 1990年正式出版的教育

学教材就有 111本 (种 )[10](zI34页 )。 鉴于难以对这一时期如此大量、面向诸多对象的教育学著作逐一梳

理 ,笔者拟选取少量影响大且具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为
“
样本

”
。其具体依据 :1.权威性 ,“ 样本

”
均由人民教

育出版社出版 ;2.广泛性 ,“ 样本
”
均为高师院撺本科学生的基础课教材 ,发行量大、影响大 ;3.新近性 ,相 同

作 (编 )者的著作均选其新近印刷本。

据此设想 ,所选
“
样本

”
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教育学》(1984年第 1版 ,⒛03年 印刷本);2.王道

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1999年第 3版 ,⒛04年 印刷本 )。

(二 )当今中国教育学基本内容(表一 )

为客观、简明地概括反映
“
基本内容

”
,拟采用下述设计Ⅱ.抽 取

“
共识

”
,侧 重反映

“
样本

”
的共有内容 ;

2.大体按
“
样本

”
相同内容的章节先后排列 ;3。

“
基本内容板块

”
为相关章节

“
共有内容

”
的进一步概括 ;4。 样

本
“
相关题目

”
基本采用相关章节的原题目,括号内为相应章节主要的

“
共有内容

”
,部分内容的顺序略有调

整 ,以便分析。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教育学》(共 zO章 )

王道俊、王汉澜主编

《教育学》(共 zO章 )

表一 :基本内容

样本及相关题 目

基本 内容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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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概

述

教育的本质(概 念 )

教育的本质 (构 成 要素、规律 性

联系 )

教育的概念 (基 本要素、质 的规

定性 )

教育与社会
教育 与社会 的 关 系 (与 社 会 政

治、经济制度、生产力的关系 )

教育与社会发展 (与 诸社会现象

的关系 )

教育与人

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的关系 (影

响
“
发展

”
的因素、适应

“
发展

”
的

规律 )

教育与人的发展 (影 响
“
发展

”
的

因素、适应
“
发展

”
的规律 )

教育 目的
教育目的(确 定 目的的依据、构

成 目的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

教育目的(我 国的教育目的)

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教育制度 (概 述 、我 国学校

教育制度的发展 )

学校教育制度 (概 述 、我 国的学

校教育制度 )

教学

与

德育

体育

美育

劳育

教

学

教学内容(课 程 ) 教学内容 (课 程、教材 ) 课程 (我 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 )

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 (过 程、原则 、方 法、组

织形式等 )

教学(过 程、原则、方法、组织形

式等 )

德 育
德育(任 务、内容、过程、原则、方

法、组织形式等 )

德育(任 务、内容、过程、原则、途

径、方法等)

体 育 体育(任 务、内容 、过程 、形式等 )

体育(任 务、内容、过程、组 织形

式等 )

美 育
美育(任 务、过程、要求、内容 、方

法等 )

美育 (任 务、过程 、原则、途径、方

法等 )

劳动技术教育 劳动技术教育(内 容、要求等 )

劳动技术教育 (内 容 、途径、方法

等 )

教师 与

课外

教育

教师(班 主任 ) 教师与学生(教 师的职业品质 ) 班主任、教师(教 师的素养 )

课外教育
课外教 育 工作 (任 务、内容、要

求、形式等 )

课外活动(任 务、要求、形式等 )

学校

管理
学校管理

学校管理 (原 则、特 点、环 节、体

制、人员等 )

学校管理 (体 制、人 员、过程、原

则等 )

三 《学记》与
“
源头

”
标准的比较和分析

为使
“
比较

”
趋近合理,除以原始文献为据 ,还须从人类认识教育总是

“
由浅人深

”
、不宜苛求古人的原则

出发 ,故应允许 :1.《 学记》在理论体系结构(基本内容板块)上 可不及
“
标准

”
完各 ;2.《 学记》在具体论述上

可不及
“
标准

”
深人。

(一 )《 学记》与
“
源头

”
标准比较(表二 )

表二 :《 学记》与
“
源头

”
标准比较

| 
“
源头

”
标准的基本内容 | 《学⒆ 的相关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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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概述

教育的本质(概 念 )

教育为何 :“ 君子之教 ,喻 也
”
。

教育何能 :“ 化民成俗 ,其 必由学
”

教育要素 :教 者、学者、学友。

教育与社会 务本(国 家民众):“ 建国君民,教 学为先
”

教育与人
中介(个体 ):“ 人不学 ,不 知道

”
。

适应个体特点 :学 者
“
心莫同

”
,教 者

“
知其心

”
t“ 长善救失

”

教育 目的 大学之道 :“ 化民易俗 ,近 者说服而远者怀之
”
。

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系统 :“ 家有塾 ,党 有庠 ,术 有序 ,国 有学
”

大学教育阶段 :“ 小成、大成
”
。

大学教育考核 :“ 比年入学 ,中 年考校
”
。

教学

与

德育

体育

美育

劳动

技术

教育

教 学

教学内容

(课 程 )

教学内容 :“ 安弦、安诗 、安礼
”
。

考核 内容 :“ 离经辨志 ,敬 业乐群 ,博 习亲师 ,论 学取友 ;知 类通达 ,强

立不反
”
。

教学过程

教学前 :“ 禁于未发
”
。

教学中 :“ 当其可
”

,“ 不陵节而施
”

,“ 相观而善
”

教学后 :“ 必有居学
”
。

教学原则

原则一 :“ 藏息相辅
”
。

原则二 :“ 豫时孙摩
”
。

原则三 :“ 善喻 :和 ,易 ,以 思
”

原则四 :“ 长善救失
”
。

教学方法

基本要求 :“ 顾其安、由其诚、尽其材
”

讲解 :“ 约而达 ,微 而臧 ,罕 譬而喻
”
。

问答 :“ 如攻坚木 ;如 撞钟
”
。

练习 :“ 操缦 ,博 依 ,杂 服
”
。

教学组织形式
时教 :“ 正业

”

退息 :“ 居学
”

德 育
途径 :“ 杂服

”

目的 :“ 安礼
”

体 育

美 育
途径 :“ 操缦

”
、
“
博依

”

目的 :“ 安弦
”
、
“
安诗

”

劳动技术教育 课外 :“ 杂服
”
。

教师

与

课外

教育

教师(班 主任 )

慎重择师 :“ 凡学之道 ,严 师为难
”

之学 ,不 足 以为人师
”
。

教师提高 :“ 教学相长
”
。

“
师严、道尊、民知敬学

”
;“ 记 问

课外教育 居学 :“ 操缦、博依、杂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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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管理
学校管理

教之大伦 :“ 示敬道
”

,“ 官其始
”

“
存其心

”
,“ 学不躐等

”
。

“
孙其业

”
,“ 收其威

”
,“ 游其志

”

(二 )比较结果简析

比较表一、表二 ,参照
“
样本

”
基本内容的相应论述 ,以 下拟就《学记》分

“
论述相当深人

”
、
“
初步论及

”
和

“
似未触及

”
三个层次 ,逐次剖析。

第一层次 ,“ 论述相当深人
”
的部分内容。要者如 ,关于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学记》虽未全面论及教

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等诸社会现象的关系 ,也未具体论及遗传素质、环境和教育对人的身心发展

的影响 ,以 及教育如何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 ,但 以
“
琢玉成器

”
为喻引申出

“
人不学 ,不 知道

”-揭示

了经过
“
雕琢

”
人能

“
成器

”
的教育的可能性 ,以及只有通过教育人才能

“
知道

”
的教育的必要性。这种

“
可能

性
”
,反 映了遗传素质是人

“
可教

”
的基础 ,这种

“
必要性

”
,凸 显了教育是人

“
成器

”
的关键。同时 ,《 学记》反

对
“
独学无友

”
,提倡

“
相观而善

”
,则 正好说明了外部

“
小环境

”
在人

“
成器

”
中的重要作用。其次 ,《 学记》以

个体由
“
学

”
知

“
道

”
为

“
中介

”
,进 而强调

“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
,把教育提升到

“
居先

”
的地位和视为治理天

下不可偏离的
“
正途

”
,并在末尾重申统治者必须

“
务本

”
,即致力于教育才是抓住了

“
源

”
或抓住了根本。这

一理论飞跃 ,虽 已大大超越了封建社会教育发展的实际可行性 ,因 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小农经济状态下 ,不论

是统治者还是庶民百姓 ,首 先看重的是
“
仓廪实

”
和

“
衣食足

”
,而后才能言及礼义荣辱 ,但上述理论新声作为

舌世表述教育作用的经典依据 ,启 迪着有识之士和有作为的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 [11](43页 )。 要者又如 ,

关于
“
教学

”
。《学记》的论述不仅涉及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较全面的

内容 ,而且既有对
“
实然

”
教育状况的批判 ,如

“
今之教者 ,呻其占毕 ,多其讯言 ,及 于数进 ,而不顾其安

”
,又有

X寸
“
应然

”
教育状态的建构 ,如

“
道而弗牵则和 ,强而弗抑则易 ,开而弗达则思

”
。这些论述不仅暗含着一分为

二的辩证视角 ,透射出教与学相互联系的教育哲学观 ,丰 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也萌芽其中。更可贵的是 ,

《学记》还注意到了对
“
学

”
的研究 :不仅有对

“
学

”
的客观描述 ,如

“
君子之于学也 ,藏焉侉焉 ,息 焉游焉

”
,而

且有对
“
学

”
的过程中问题的归结 ,对学生学习中不同心理状态的关注 ,如

“
学者有四失 ,教者必知之

”
,“ 此四

耆 ,心 之莫同
”

,“ 知其心 ,然后能救其失
”
等等。有学者认为 ,《 学记》是我国和世界教育史上成书最早、体系

最完整的
“
教学论专著

”
[7](I” 页),可谓抓住了《学记》的主要特色。

第二层次 ,“ 初步论及
”
的大量内容。例如 ,关于教育的本质或概念。虽然《学记》对教育

“
是什么

”
、
“
能

怎样
”
及其

“
构成要素

”
的阐释 ,与 当今教育学相比语焉未详 ,但亦形象、简洁甚或具体。其一 ,《 学记》指出

¨
君子之教 ,喻也

”
,进而强调

“
喻

”
即

“
道 (引 导 )” 、即

“
强 (鼓励 )” 、即

“
开 (点拨 )” ,人们今天不正是常用引

导、鼓励、点拨指称教育吗?前述
“
样本

”
均在相应篇章追述 ,西方

“
教育

”
一词

“
Education” 出自拉丁文 Edu~

c are或 EducOre,原 意是
“
引出

”
、对人

“
引导

”
,可见学界对人类早期把教育理解甚至界定为

“
引导

”
,是 认可

的c其二 ,《 学记》多处论及
“
教者

”
、
“
学者

”
并强调

“(学 )友
”
的重要性 ,与 当今教育学对教育

“
基本要素

”
的

论析相比,较明显的缺陷似在于未就教育
“
措施

”
或

“
影响

”
给予全面、充分的关注。其三 ,至 于为何《学记》

对
“
怎么教

”
比
“
教育是什么

”
的论述更为详尽 ,也许是因为明确前者在当时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又如 ,

关于教学内容 (课程 )、课外教育(活 动)及相关内容。《学记》相当精要地论述了课外练习
“
操缦

”
、
“
博依

”
和

¨
杂服

”
,与课内完成乐教、诗教和礼教的辩证关系,并 以

“
不兴其艺 ,不能乐学

”
作结。这种辩证观、尤其是

Ⅱ
乐学

”
思想 ,即令就教育理论发展到今天来看 ,也不可谓之

“
过时

”
。至于为何《学记》没有提及早在西周即

已重视的
“
射、御

”
军事体育 ,以及仅把课外

“
杂服

”
作为

“
安礼

”
的途径或基础 ,则不得不追因于《学记》认定

教育为
“
官其始

”
之业 ;既然教育目的是

“
学为官

”
,甚 至

“
学为君

”
,轻视体力劳动和体育教育就似在情理之

中。但同时也说明 ,《 学记》的相关论述符合教育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的学理逻辑。

第三层次 ,“ 似未触及
”
的部分内容。对此 ,可略分两个层面剖析。其一 ,《 学记》有但当今教育学没有 ,

这些内容率多反映了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 ,“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
的价值取向。例如 ,“ 皮弁祭菜

”
。它是古

代封建味浓厚、以
“
示敬道

”
的一种常规教育活动。随着时代发展 ,其

“
糟粕

”
形式已被抛弃 ,而

“
尊师重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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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精华

”
实质却得以继承和发扬。又如 ,“ 夏楚二物

”
。古人认为 ,教育学生以

“
黄荆条

”“
收其威

”
是必不可

少的工具。就当今教育学论 ,提倡关爱学生与严格要求结合、注重端正学习态度但杜绝体罚学生 ,无 疑体现

了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其二 ,当 今教育学有但《学记》没有 ,这 些内容率多属于适应当今时代需求的特有

认识 ,反映了教育学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性。例如 ,关 于
“
班主任

”
。班主任是学校中全面负责学生班级工作

的教师 ,我 国 1952年起在中小学设立此职[12](237页 )。 很显然 ,随着人们对教育要求的提高 ,尤其是对学

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重视 ,教育分工趋细 ,教师队伍才开始有班主任与科任老师之分。此外 ,有关德智体美劳

诸育、学校教育制度、学校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诸多论述 ,也 因随着人们认识发展 ,教育学由最初的萌芽状态走

向了今天较为成熟、丰满的状态。故此 ,我们不能刻板地以当今
“
标准

”
考量《学记》,二者有差异是客观甚至

显著的 ,但差异在本质上更多地体现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差异及由此导致的人们认识水平的差异。

四 结论 :《 学记》是中国教育学的
“
源头

”

由上可见 ,《 学记》已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开启端绪。为确证《学记》作为
“
源头

”
的客观性 ,拟 再就

“
内

容
”
与

“
学理

”
两视角作结。

(一 )《 学记》具有
“
源头

”
内容之实

首先 ,体现于《学记》内容的完各性。从表二可以看出 ,《 学记》较全面且程度不同地触及了当今中国教

育学最基本的内容 ;虽 然其论述详简不一 ,简 的方面远不及当今详各 ,详的方面与当今也有不小差异 ,但它毕

竟呈现了较为完整的教育学
“
骨架

”
。

其次 ,体现于《学记》中部分内容的首创性。诸如对教育作用、教学原则、师生关系的论述 ,以 及对学制

雏形、教育视导制度、教学组织形式和作息制度、学习操行考查制度等的
“
第一个提出

”
[8](132页 )。 这些首

创性的内容 ,特别是那些跨越漫长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内容 ,可 以说是《学记》作为
“
源头

”
最有力的证据。

(二 )《 学记》具有
“
源头

”
学理之实

首先 ,表现在《学记》已具有教育学学理的辩证视角和反思与建构精神。如
“
教学相长

”
、
“
长善救失

”
等

等 ,诚如有学者所言 ,《 学记》运用了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即
“
辨证的方法

”
看

问题[9](167页 );同时 ,如前已述 ,《 学记》既有对
“
实然

”
教育的针砭 ,又有对

“
应然

”
教育的自觉 ,蕴 涵了一

种对教育的反思与建构精神。

其次 ,表 现在《学记》中学理基础的广泛性和某些学理的元典性。《学记》不但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

诸多学科的
“
基质

”
,并且展现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 ,如 强调

“
强而弗抑

”
,“ 开而弗达

”
,学 生

“
心莫同

”
,教 师

应
“
知其心

”
等等 ,都是至今许多学者依然首肯的 ,而这种广泛的学理基础和元典性认识 ,与 当今教育学的多

学科背景及其学理演进似乎含有一脉相承的意蕴。

综上 ,《 学记》不但具有中国教育学的基本框架 ,或者说为其埋设了基本框架 ,而且作为中国教育学
“
源

头
”
,既有其客观的内容之实又有其客观的学理之实。这一结论 ,有利于在中国教育学发展史研究中自觉摒

弃
“
欧洲中心论

”
,进而创建更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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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CⅡnese Pedagogy】Headstream

WU Dingˉchu,ZHANG Hong
(Educati。 n Scienc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H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foreign and domestic accounts as to the Chinese pedagogy headstream. Ancient

Chinese pedagogic literature XLJe Jj comprehensively deals with to diferent extent the basic content of

current Chinese pedagogy and initi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edagogy。 jFzJc Jj, as the headstream

of Chinese pedagogy with substance in content and theory,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伍cance for the conˉ

struction of Chinese pedagog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manner。

Key words:Chinese pedagogy; headstream;X乙 e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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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庹继光博士《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出版

当前 ,国 内学者对于如何开展
“
传播学本土化

”
或

“
传播学中国化

”
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日前 ,四

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庹继光博士的专著《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建构当

代中国传播理论研究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 ,体现了蜀中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书系庹继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基础上修改而成。论文着力

于探讨切合实际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范式 ,分析了一系列重要问题 :作为传播之魂的媒介分析、具有

新范式意义的互动传播、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传播学基础学科地位的展望、

当前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弊端等等。

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在评阅时均给予高度评价。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认为 ,该论文对于传播学理论研究 ,

特别是建立传播学中国学派 ,具有较大的启迪和参考价值 ;中 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也认为 ,此论文
“
对于

传播学的本土化及其理论体系建构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
;中 国人民大学郭庆光教授称该论文

“
有较大的学术

意义和价值
”
。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湖南大学吴高福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教授等也指出,作 者

关于理论体系建构的设想是合理的、科学的 ,其学术建议对于改进和完善我国传播学研究、提高我国传播学

研究效益是很有价值的。目前 ,庹继光博士已在职进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 ,主

要研究转型期西部报业、报业集团的发展问题。(二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