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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美纽斯教育思维模式及其评价

刘 世 民

内容提要 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及其本人的生存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宏观

教育思维和微观教育思维。我们看到 ,宗 教信仰是夸氏宏观教育思维的主旋律。他进

行教育探索和从事教育事业钓动机都是基于丁个基本思路 :原 罪ˉ救赎→永生。教育

处于这一逻辑的中间环节。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其微观教育思维方

面,如 泛智论、普及教育、自然适应性原则、学校组织管理等。夸美纽斯的宏观教育思维  :
与微观教育思维是因与果、根据与结论的关系。因而,对 夸美纽斯教育思维的评价应基

于完整、综合的分析。

关键词 夸美纽斯 教育思维模式 宏观教育思维 微观教育思维    ′

在西方教育家的行列中,夸美纽斯是一个佼佼者。他不仅天才地预见了近现代教育的基本操

作模式 ,他的某些教育观点也成为近现代教育理论的热点。由此两点决定了夸美纽斯的影响具有

世界性并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其一 ,由 于他的捷克国籍 ,夸 氏在东欧诸国以及前苏联

地区受到普遍认同。夸氏生前 ;其理论及著作也在欧洲流传甚广 ,风靡-时 。不仅学者名流(弥 尔

顿、笛卡儿、莱布尼兹、歌德等 )又寸其理论予以关注 ,而且 ,当 时
“
几乎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国王和亲

王都注意听取他的意见
”El]。 其二 ,近代教育的发展简言之就是在理论上 (权利、义务 )和 方法上

(心理学的介入、方法的改进)谋求使更多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这恰恰是夸美纽斯当年孜孜以求

的目的。并且 ,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 ,夸 氏都首先逼近了这个理想。

然而 ,由 于多方面的原因,夸美纽斯逝世后 ,除了他的少数著作外 ,他的名字和其它许多著作

却默默无闻达 zO0年之久。其间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已经为人类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资产阶

级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左右着历史。同时 ,正是在这两百年间 ,从洛克到斯宾塞 ,工大群教

育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在近代教育发展中担任主角。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夸美纽斯的影响。这

就给后人一道难题 :如何给夸美纽斯的成就在教育历史舞台上一个恰当的定位。本文基于对夸氏

宏观教育思维和微观教育思维的分析 ,试图对其教育思想进行综合评价 ,以 就教同行。

一 宏观教育思维

存在决定意识。这是我们的前提。                     `
夸美纽斯生活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中间时期。这时 ,封建和宗教的一统天下尽管在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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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美纽斯解释说 :“ 由此可知 ,我 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学问、德行与虔信 ,我 们便在相对地向

我们的终极目标前进。
”E7]

要对一个教育家作出完整、客观的评价 ,不仅需要对其理论的宏观框架予以准确把握 ,还必

须对其理论的微观细节子以深刻分析。历史上教育理论的复杂性常常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些教育

家 (如卢梭、杜威)对宏观理论框架有辉煌的构想,但在操作细节上却难免陋见 ;另 一些人虽然在

总的理论格调上稍显保守 ,在教育理论与操作的某些节点上却光彩照人 ,夸美纽斯就是一个极好

的例证。在构想其教育操作体系时 ,他思想中所有的积极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就此而

言 ,夸美纽斯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二 微观教育思维

在教育系统之内,夸美纽斯的思维框架可以简述如下 :为了实现泛智的理想 ,一方面设计一

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学校网络以及广泛的课程体系 ;另 一方面设计一套方法体系。如果说在宏观教

育思维方面夸氏还略显幼稚的话 ,那么在微观教育思维方面 ,他作为∵个职业教育家的洞察力的

确令人叹服。

泛智论是夸美纽斯微观教育思维的纲领。在《泛智学校》中,夸美纽斯对泛智教育给出如下界

说 :“我们希望有一种智慧的学校 ,而且是全面智慧的学校 ,即 泛智学校 ,也就是泛智工场。在那

里 ,人人许可受教育 ,在那里可以学习当前和将来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学科 ,并 且学得十分完

善
”E:彐 。由此我们看到泛智教育的两重含义 :一是每个人都应受教育 ,二是所学的知识应当是全面

的、有用的。于是 ,夸美纽斯提出了两个主张 :一是普及教育 ,二是实施广泛的教学内容。夸美纽

斯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展开他的教育思维。

关于普及教育的主张 ,有两点必须申明。首先 ,这是夸氏政治态度中民主主义倾向在教育中

的一个体现。既然人人生而平等 ,教育上当然也应当是平等的。所以他指出 :“所有城镇乡村的男

孩和女孩 ,不论富贵贫贱 ,都应该进学校。
”c9]其 次 ,夸美纽斯普及教育的思想是对历代教育先贤

普及教育理想的发扬光大。这当中路德的名字居于首位。在谈到路德普及教育的主张时夸氏说 :

“
这真是一种卓越的意见 ,配得上这样一个人物 !”

El°]敬仰与赞美溢于言表。夸氏跟路德的亲和力

远远超过莫尔和康帕内拉 ,根本原因就在于普及教育与基督教精神并行不悖。也是由于这个原

因 ,夸 氏在宣扬他的泛智主张时 ,底气十足。同时 ,我们还必须看到 ,夸 氏所主张的的普及教育与

近现代教育家 (女口欧文)基于工业文明的扩展所倡导的普及教育在出发点上存在明显差异。虽然

在思想动机上夸美纽斯并没有超越前人 ,但 出于同样的动机而设计的教育操作系统却无人堪称

伯仲。在基于年龄分期所进行的学校层次和网络的构想上在学校组织管理的诸多细节 (女口学制、

学年、招生、放假等)上 ,在对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种种要求上 ,⋯ ⋯无一不显示出这位伟大教

育实践家的精彩与周全。甚至在他身后 ⒛0年问的众多教育家中,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如此详尽

的教育操作计划。                      ,
实施广泛、全面的教育也是泛智论的必然要求。这里的全面教育有两个层次 :其一 ,当 夸美纽

斯说到
“
周全

”
的教育时 ,所指是虔诚、德行、知识和语言E11彐

;其二 ,当 他说到
“
百科全书

”
式的教育

时 ,指的是通常所谓的智育。夸氏为此开列了一份十分广泛的课程表Elz],其广泛程度可谓前无古

人 ,后两百年无来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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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夸美纽斯的整个计划 ,方法论的保证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方法论的基础 ,夸 氏提出

了自然适应性原则。强调教育适应自然并不是新鲜事 ,但把它上升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却以夸氏为

标志。自然适应性原则的核心依据是
“
世界的秩序

”
,“教导的恰切的秩序应当从自然去借来 ,不能

受到任何障碍
”E:刂 。虽然 ,夸美纽斯在大多数场合所进行的教育与自然的类比现今看来显得机

械、呆板 ,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尤其是对作为主教的夸美纽斯 ,能作这种
“
双重真理

”
的尝试确

实需要相当的勇气。引证自然毕竟是从唯
“
圣经

”
是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夸

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中,特别具有价值的是他把人也视为自然。在他看来 ,人是自然的一部

份 ,人的身心发展是-个 申然过程。教育的秩序不仅要与自然界的秩序一致 ,也要与人的自然发

展相吻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个性心理特征就成了选择教育方法的基本依据。后期自然主义教

育思潮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延伸的。

夸美纽斯提出的众多教学原则是其自然适应性原则的具体化 ,多数涉及教学方法 ,少数与内

容相关 ,是教学操作的准则和策略。这些教学原则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体系。至少在术语上 ,300

年以后的某些教育学著作仍然在重述着夸美纽斯的教学原则。

夸美纽斯在原罪一→救赎一→永生的宏观框架上展开他的全部教育推理。在宏观教育思维

上 ,教育只是其宗教理论与操作的一个环节。教育的功能意义 ,在于造就一个合格的教徒与造就

一个合格的国民之间本来就没有本质差别。在夸美纽斯的时代 ,思想家们对教育功能的开发也不

可能以当今的尺度衡量。因而 ,我们应理解夸美纽斯作为工个虔诚的主教在宏观教育思维方向的

保守性。

在微观教育思维方面 ,夸 氏从泛智论的前提出发 ,构想了一个详尽而周全的教育操作体系。

其完备性甚至连许多近现代教育家都不及。教育操作体系从支离破碎的见解到完整的实施方案 ,

夸美纽斯划了一个时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该体系中的许多要点——诸如普及教育、统一学制、

广泛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原则、班级授课制、学校组织与管理等等 ,与近现代教育的实际进展

相吻合。这是夸美纽斯的天才预见 ,也暗合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综上所述 ,对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应予综合、完整的把握 ,既不能以宏观的保守性取代其微

观的功绩 ,也不能以微观的闪光点掩饰其宏观的短见。后者恰恰是东欧、前苏联和我们在夸美纽

斯研究和评价中常犯的错误。皮亚杰说得好 ,“最轻而易举的或者说最危险的莫过于把一位生活

在 30Q年前的著作家视为现代人并声称在他身上找到了当代或近期的思想走势的源泉
’’ElJ。 因

而 ,与其给夸美纽斯一个漂亮的
“
资产阶级教育之父

”
的头衔 ,我们勿宁认为 ,夸美纽斯的教育理

论只是基督教大树上一颗硕大的教育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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