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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跌,经过乡村教育、普及教育1国难教育、战时

教育、全面教育和民主教育等兀个阶段的连续演变和发展。这些阶段是生活教育在不同时期

调整了新的不同内容融合一体连续不断莉进的:十分清楚,掏行知所创立南生活教杳是綮索

联系着时代的发展并推动时代前进的1在陶行知生活和工作的年】t虫
:;他

南祖崮苈绫宁严酷

的考验和复杂的变化。今天, 丿、类已经跨进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期;在政治上,各国人民的

对话时代已经开始:与此同时.人 口瀑诈、知识辱炸和社会仝面改革的形势摆在刚刚起步追

赶玟代化历史迸壁虼我曰查炭丿、民面扌:日 衤。西德和甫朝鲜等经济迅速堀起和飞跃发展的

国家吝示我

",玫
育的发展乃是科技私经济发展莳必要条件。它们优先发展教育,并通过与

∷

整个发展相适庄的教育事业适就了一批叉一批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人才j奠定了社会发展和

再发展的基咄。然而:就是发达国家都提抒了改革教育的新
∷
在务。樯鋈当芩栩苈史

∷
酚垒 验 教

训,教育落后的我国,理所当然地产生出改革教育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 显然,改革教育需要

新的理论思维指导,∶ 需要通过相应的斌验和普遍的卖践来捡验:蕞近儿年j莪
rl。l岜丛木断地

阐述过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对革新我国教育事业所真有的瘃选意义:去年
:丿

l万 ,莪rlil在山川

合川县开始进行生活教育整体诫验丿在此我们就滤手生活毅音的钮血敦昔向趑砟简卖疮速。
∷

(一 )创业教育以培养合理的人生为宗旨

生活教育以培养合理的人生为宗旨。陶行知主张
“
行动

”
是教育的开始, 

“
创造

”
是教

育的完成j并提出
“
人生志在创业

”
(《 陶行知全集》第5卷 ,949页 )。 这个人生,既是 个人一生中

全部实践活动的总和,又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教育应满足受教育者在生长历程中的能 力 需

要,创业教育就是培养人生志在创业的教育,就是构建合理人生的教育,或者说是提高人生

质量的教育。这种教育所要培养的基本能力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培植生活力。教育要引导受教育者正确理解生活,选择生活道路,确定生活的目

的。生活目的决定人生方向、根本态度和人生价值。不同的生活目的决定人们具有不同的生

活方式和相应的生活力。我们要培植受教育者具有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环境、心理环

境和物质环境相适应的生活力,使他们独自或共同去参与征服白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

第土,培养劳动能力。人生就是围绕人和社会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 IJF盯 展 开 的人

的一切活动。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日的。而劳动则集

中体现在从事一定的职业上。职业是人们按照社会分工所承担的一定职责和专门业务。我们

要i=莽受教育者具有从事一定职业的劳动能力。由于职业是实现人生目的的根本途径,是人

教



生历程的主体部分,囚而教育必须以职业为中心。
“
业

”
还包括事业。事业指从事适杏个性

发展的社会活动。有时职业与事业相吻合,有时又是实现人生目的的补充。二者处理不好,

也会相互妨碍,教育的责任在于使其协调发展。

第三,发挥创造力。由行动而发生思想,白 思想产生新价值,这是教育的过程夕也是创

造的过程。教学做合一的
“
做

”
,其最高境界就是创造。教育就是要启发、解放和发挥受教

育者的创造力,使得个人的生活力更加润泽丰富强健,劳动力更加提高,新知识不断扩展,

从而发展生产力。新价值的产生是受教育者不断进行创造的激励因素,也是所要达到的新境

界。民主教育是发挥创造力最为重要的条件。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

使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一个人只有把生活力、劳动能力和创造力三者结合在自己身上并统一起来,才能正确处

理好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的关系,处理好劳动和其他活动的相互关系夕才能构建 合理 的人

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教育就是在人生历程中进行创造和职业相结合的教育。这种教育

培养的人才,会象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
“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

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ˉ 自由的人。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9卷 ,24了 页)

人必须从事各种力所能及的职业。职业能力的培荞,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没有职

业的人生只能是寄生的人生,是将会为社会所唾弃或为犯罪作准各的人生:陶行知认为要有

独立的职业是做一个
“
整个的人

”
的要素。为了正常地、健康地生活,人必须掌握谋生的手

段。昕以要求学生在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修养和职业知识技能方面都得到创造性的发

展,教育者必须掌捏
¨
职业指导

¨
的知识和技能 c

早在1925年 笃行乏就八、误撂个
`的

才干和兴趣择业是中学生的一个大问题。对我们来

说,这似乎是一个扦误题。辽少有 i、 t这方百汪过矸究:职业教育的内容需要强调培养职业

意识ε这不 i疋 又是取立学饺
=要

求p△且是斫有受教育者必须具有的意识。职业意识是关于

人需要咴葶职立并热爱职业妁心理活功。职业意识应该从受教肓者早期开始培养,因为只有

在学龄初期。乃至更早所形成的感受和记忆才是最能终身不会消失的心理成分。学会自我服

务, 自已莳葶白己钕,热爱生产劳动成果,了解生产劳动的意义j懂得生产劳动与报酬的关

系,了饵斫火事活动的结果或远景,参与对活动的讨论,了解自已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和作

用,经 万芏产浯功妁l更 辛和愉快,能够欣赏生产劳动的创造价值和美学意义,∷ 与别人分享生

产劳动成果。积强参与职业实习等教育活动,对于从小树立职业意识是十分必要的。陶行知

有一首白话诗形象说明了职业意识的主要内容: “
滴自已的汗/吃 自己的饭/白 己的事, 自

已干/靠丿、.靠 天,靠祖先/都不是好汉。
”

(《 陶行知仝集》第1卷 ,59s页)      r.
^ 

最近儿年未,学 校教育所培养的学生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不仅分配工仵面临问

题,分配之后也下安心工阼,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不好。此外,分配供需见面也常常不欢而

散3于是,让会对学校有 :旨 多批评j学校对社会也多有抱怨。凡此种种,反映出学校缺乏执

着而明确的职业指导 吊丨职业意识培养,职业道德显得苍白乏力,职业知识技能陈旧老化,难
以参与竞争。究其原囚,与我们学校教育沉溺于一般文化教育关系甚密。一般文化教育泛而

不专,擅清谈而不擅劳作,穷追仕途不务农工商。陶行知主张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相统

-。 创业教育主张使受教育者不仅成为有文化的一般的劳动者,而且成为掌握了从事职业实

践本领的劳动者,知识化和专业化兼而有之。他们不仅能从事某种职业和事业,还能适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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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经济文化料技形势的发展,把人生对职业和事业迸步的追求完美地联系在工起。

(二 )创 业教育是整个生活的教育

∶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一贯主张,也是创业教育的出发点

和归宿。

整个的教育与当今世界的整体教育 (或整合教育,合作教育)的 内容是一致的。陶行知

在1924年 以后就从这样或那样的角度提出了这种主张,有时他又称之为立体教育或完全的教

育。19ds年他比较完整的论述过整个的教育,其中包括纵横交织的四个方面:    Ⅱ

第一,民 主教育。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是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不

但要求民主教育做到全面普及,并且尽可能做到立体的普及。他认为
“
民主第一

”
,需要根

据民主思想从根本上重建学校及学制,使中国人民有新的活力去创造一个较好的社会。

陶行知对民主还有∵种更加新颖更加深刻的见解,即
“
民主是一种新的 生 活 方 式

”
,

“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
(同 上,第 3卷 ,596页 、6“页)。 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 应 的生活力就

包括要相信儿童 ,尊重儿童 ,树立真正的民主作风。只有真正的民主实现了,才有教人求真和

学做真人的教学 自由。民主教育最重要的是在
Ⅱ
做

¨
上学,在实行民主上和在发挥民主作风

上学习民主,努力傲到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使大家各得其所。

创业教育要在创造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学习民主作风,学习创造为人民谋幸福的伟

大事业。

第二,全民教育。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受教育者。不论男女老少、宗教信仰、地

域限制和财富不同,都有平等的机会享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权利。日前,我国的文盲,特别是

妇女文盲在人口比例中偏高;学龄儿童的流失率也在不断上升;学有所用的问题 还 没 有 解

决,以至一方面学校教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另一方⒗i学校教育又产生大量浪费,这都妨

碍教育的发展,妨碍社会的发展。创业教育首先要针对时弊解决学有所用的问题。只有实施

仝民教育,才有可能提高仝民族的文化素质。没有仝民族文化素质的捉高,经济振兴和社会

进步都足不可能的。

第≡-全面教育。这是擎个教奇的核心(陶 行知将仝囟教育列为仝民教育的
一

项指导原

则。 “
全面教育

”
是1938年 从

Ⅱ
仝面抗战

¨
一间屮引中出来的,指教育的仝面性。后来与教

育学上的
“
全面发展

”
相吻合了。19姑年他将仝面教育即仝面发展的教育划分为三个方面 :

-是指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即心、脑、手并刖;二是指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学政治、学

经济、学文化相结合;三是指人的自由、仝西j、 和谐发展的仝面性,即健康、科学、劳动r

艺、术及民主将构成和谐的生活。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构成了全面教育的整体。    ∴∶

陶行知所提出的全面发展的第一个方面是指智力和体力的仝面发展,它是全面教育的基

础和核心。手脑并用本是马克思在18ss年 就指出的一个普遍的白然规狰,IB83年 恩 格 斯 在

《自然辩证法 》中也讲过。陶行知1921年 开始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方法,1925年 提出手脑并

用,19zs年 提出了教学做合
工的原理。1932年 他写丁一首著名的《手脑相长歌 》,后来谱成

歌曲成为育才学校的校歌,即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手不用脑/快要被打倒/用脑

不用手/饭也吃不饱/手脑郡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同↓,第 2卷,509~6o哂 )。 Ⅱ



陶行知对马克思所指出的普遍自然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19姑年又发

展为
“
心、脑、手并用

”
。 “

心
”

指思维、意识、理性等等,相当于认知心理学 中所 谓 的
“
认知的认知

”
或

“
元认知

”
。 “

心
”

作 为科 学 思维和脑、手并列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

这是因为知识获得之后不一定能形成思想、意识、理性而提出来的。早在1”8年他就讲过,

劳心的人,或劳力的人,其心与力都是劳而没有意识的。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

以制力。现代科学j特别是思维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也证明了这个道理。可惜这以后还不到一

年 ,他就去世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尚待发掘的重要课题 c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的全面教育整体是与党的全面发展的方针相一致的,因而全面教育也

是创业教育的基础和核心。

第四,终生教育。这是指一个人一生要持续地受教育,社会整体也要持续地进行教育,

其统-的结果就使教育与生活完整地结合起来了,这也是生活教育的一个基本爿理。陶行知

早在1935就讲过: “
教育最重要的成就在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 求 进 的 决心。

”

(同上,gO4页)19ds年 他就把它作为全民教育指导的原则提出来了。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直到19

bs年才正式使用这个词汇。陶行知对终生教育的意见是: “
培养求知欲。学

’
习为生活:生活

为学习。只要活着就要学i习 。一旦养成学习习惯,个人就能终生进步不断。
”

国外 有 人 称
“
终生教育

”
即

“
终生生活原理

”
。按照陶行知整个教育的思路,整个教育要体现在人从生

到死的全过程之中。

从整个的教育出发,以培养合理的人生为宗旨,创业教育有以下一些设想 :

以职业为丿、生药中心,按照整个丿、生叮程将教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职前、职后、职

外。职前指从出生引鼓业前的少⒌,即初始阶段——职业教育周期。职后指就业 以后 的 阶

段,即职业教育-ˉ鞋续鼓育胃期:职外指退休后莳阶段,即继续教育-—老年教育周期。

这三个周期是三个连环荬肓冒;教育圈是借用生钧圈的某些理论来研究周期内人才流、能量

流、物质流及其平赁的基丰爰律,这是三个连环教育圈相互往复循环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

之内的相互关系,不是浸固的板块。在实施全面教育时 ,要按照全民教育的要求,根据民主教

育的原则,在不鬲地区和对象的动态变化之中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弹性调整。

初始教肓-ˉ职业教育周期,是教育重要的阶段。这个月期包括从家庭教育开始,通过

学前教育过渡到学佼教育。初始教育要解决好这三方面相互衔接的问题。这个周期的基础应

宥两个方面:即文化科学知识和综合技术教育。初始教育要和职业教育融为一体。职业教育

也有两个方面,即 一般的职业教育和专门的职业教育。我们日前缺乏前者,只有后者,这是

aln的职业教肓不能发展前进的一个主要因素。没有一般的职业教育,专门的职业教育缺乏

基础。没有一锻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渗透,职业意识和文化科学的对立状态难以消失:

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不能落在实处,也不能深人发展。职业教育的认识、试探、

定向、准备、安置、就业、追踪调查以及再教育八个阶段的整体活动贯穿于人生 的 蔡 体 之

中,这才是整个的职业教肓。前五个阶段都必须要在-般职业教育和专门取业教奇的期间共

同完成。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就是综合技术教育的主要内容。 “
技术

”
的概念是很明

确的,而
“
综合

”
就是职业、劳动、文化、技术融为一体。

职业教育-—继坟J育周期。这个月期的职业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整体活 动 的 安 置、就

业、追踪调查、再教育四个方面。这里的再教育指专业本身的继续教育,还包括与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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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并列的平行教肓。一般文化科学知识的学l习 、政治学习和非本职的专业学习都在眦列;还

有离职学习的 '回归教育
”
,以及与专业相联系的横向学科学习和因结构发生变化雨产生变

更的
“
迁移教育

”
等等。不能把视野只盯住学校教育,没有这些复杂的教育,就不能算终生教

育。这些都须从实际需要出发,更加富有弹性,切忌完全搬用学校教育的那-套模式。

继续教育-ˉ老年教育月期。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既包括对老年智力的开发和利用,饵包

括如何满足老年人因闲暇时间骤然增加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特殊要求等。老年社会的到来使

得对这种周期教育的研究和安排特别迫切。这是关系社会安定团结、社会进步发展的大问题。

(三)创业教育原则之—— 科技、教育、经济三结合

人类社会是由若干复杂的序列交织成为网络的整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申

最重要的序列就是人口-—教育-ˉ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序列就是科技-ˉ教育

-△ 经济。我们应当认识教育翟这两个序列中的重要性,发挥教育作为两个系列
“
中介

”
的

重大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科学的发展
¨
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的表现的-个

方面p^种形式
ˉ
,科学

¨
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叉是实际的财富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9,“~3s页
)。 这说明科学的发展有

“
观念的财富

”
和

“
实际的财富

”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同

时也说明从
。
观念的财富

”
到

“
实际的财富’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一要劳动者掌握

观念的财富,二要劳动者杼商品生产中创造实际ngk富 。这两仵事都离不开对劳 动者 的培

育,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只有通过技术才能认识科学这样的
“
观

念的财富
”,鼷

`们
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掌握技术。掌握了技术制成产品,变 成商 品,才 能

转化为
“
实际的财富

”
。财富是经济的标志。这说明,科技、教育、经济只有形成序列才能

充分发展生产力。科技、教育是发展经济的首要条件。准这个序列中,科技、教 育互 为 中

介,即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必须以教育为中介;教育与经济相结合必须以科技为中介。决不能

采取科技自科技、教育自教育、经济自经济三者相互分离的旧观念,要树立形成序列相结合

的新观念。高等学校的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是传统教育发展的结果,这种旧观念应转

变为科技、教育、经济相结合的新观念,要正确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站疃教育的

角度,应该遵循依靠科技、立足教育、发展经济的原则。学校具有科技优势,但 还 停 留于
“
观念的财富

”
上,还需要树立商品经济意识,使科技产品变为商品。不仅仅是 科 研试 验

品,也不仅仅是生产教学所需的样品,口是可以变为
“
实际的财富

”
的商品。树立商品意识

就应举办科技企业,甚至高科技企业,直接为支持农业这个基础夕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经济

服务,作出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示范。这既是为社会发展经济,同时也能有效地提 高教 育

质量。立足教育就是要培养能把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的创业人才。

早在1931年,陶行知就讲过, 
“
创造富的社会,头脑里要装 着 科学

”
(《 陶行知全集》第2

卷,nT1页 )。 最近读到刘季平1986年 写的 《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浅见》,也很受启发。他

说: “
在任何一种教育中都非抓紧抓好不可的,是对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建设的统筹协调。

在这里,首要-环是经济、科技和教育三者相结合和协作。
”
创业教育的首要原则就是抓住

这首要一环。



(四 )创 业教育原则之二一 德育为本,创业为用    :
德育为本2创业为用,是创业教育实施的第二条原则。这是指意识和珩 动之间的关系。

德育为本是指德育在全面教育整体中与智育、体育之间的关系。即陶行知所讲的心、手、脑

之
“
心

”
,即指挥创业活动之

“
心思

”
、 “

意识
”

。德育不是孤立存在的阡么物品,而是伴

随着智育、体育而存在于全面发展整体之申的教育。与德肓为本相对而言,智育、体育都是

基础,是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
四有

”
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德 育 的 目的

和教育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教育的方法无非是思想教育和理论实践相统一这两条 ,德育的方

法也离不开这两条c培养四有新人是教育的目的,同时也是德育的目的。创业教育 以德 育 为

本。不管创 f+么 洋业,都要树立创业意识,在创业意识的指导下开展创业活动。

陶行知的仝面教育学说,明确教育目的就是培养真人,创造真善美的人格。他曾讲过,

教师的职务是
。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学生的职务是
“
千学万学,学做 真 人。

’
(同上,第

3卷,60B页 )陶行乜冖jˉ 真
”
有两个含义,一是反对趋利求名的伪君子,二是把马克思的 科 学

社会主义渗透于丿、生一切之政治经济活动之中,运用试验,以求真知。同时,他又提洎
“
造

业自任
ˉ

(同L第 1春,3页 ),Ⅱ '丿、生志在创业
”

(同上,第 5卷,949页 )。 他的生活教育学说,就是

德育为本,创业为弱,把意识和行动溶合在一起了。也就是刘季平那篇文章中捉到的,对物

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的统筹协渭的
¨
另一关键是教育本身的德、智、体全面发展问题。

”
德育

为本,创业为用,就是用全面发展妁鼓育砚点指导创业教育的问题,不应把德育和全面发展

抽象化,而要和创业教育的实际综合起来 ,

(五)创 业原则之三— 学问与职业一贯

学问与职业一贯是创业教育的第三条原则,这既反映了教育思想问题,同 时也涉及到如

何正确处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恽代英1917年写的一篇文章 《学问与、职业-贯
论》 ,现在读起来仍倍感亲切 ,因为当今学问与职业的矛盾日趋尖锐。这篇文章认为: “

国家

欲造就人才,不在纳一切优秀学生于大学或大学院,而在使一切学生皆得就适合于学问之职

业。使其视求学问为生存竞争中之一要事,而不须督促奖励,自 然勇猛精进而不能巳。如此

乃有养成学者之望。而最要者,当使学生就业以后,不致以闲暇时光抛弃于无谓之应酬,无
谓之游戏中,则学生之学业,不致以在校所讲习为限c不然,如今日学生-出校门,即置学

问于不顾者,即 加以大学、大学院数年之修业,其成就亦可逆睹,然者可知言教育者而不极

力提倡学问职业之一贯者,殊不得为智也。
”(《 恽代英文集》上卷,Os页 )

恽代英的论断,陶行知1939年在育才学校的实践中得到过验证。他提出育才 学 校 的人

才教育与传统的人才教育办法不同: “
传统的人才教育,一投地是先准备普通的基本教育;

然后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办法是不作这样严格的时间上的划分,我们选拔具有特殊才

能的儿童 ,栩开始时便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砹教育
ˉ

,“ 这是及早防止-般基础

学习与专科基础学习之裂痕。我们要及早培养儿童对于世界和人生 一 元 的 看 法
”

(《 陶行知
全集》第3卷,Sb6~36了页),使他们在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中予以统 -。 1941年 育 才 二 周 岁

时,他特别总结了解决普修课与特修课之关系的经验,介绍了四条具体办法Q他说,这样|

`6



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鸿沟打通,乃能达到一般的特殊与特殊的一般之境界。(同上,第447页 )

恽代英和陶行知的娌论和实践为创业教育提供了一个提高质量的可靠的快淬途径。要把

学问与职业-贯沟通,最好的办法是实施综合技术教育,使儿童釉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

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牛产的最简单工具的技能。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学凯洛夫教

育学雨耽误了将近四十年。

(六 )从现实情况出发实施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还袒构思酝酿阶段,1它的实施还需进一步做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各工作。

教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巨大系统。教育的改革更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既要认识当前改

革的紧迫性,又要认识改革教育的艰巨性。教育牵动着千家万户,关系着民族的兴衰。创业

教育是一项新的大胆尝试,它的实验和实施必须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关键是要按照教育

的客观规律办事。首先要建立和健全宏观的决策体制,加强对教育的整体、宏观、理论的研

究,并和局部、微观、实践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从现实情况出发,作出试验

或实施创业教育的决策。.人才培养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急于求成,创业教育必须先设计

好,架好过河桥梁。教育改革必须是整体运行。
Ⅱ
突出一点,再来配套”的办法形不成一个教肓

的整体,到后来还得重新理顺关系,治理秩序。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伴同决策的民主化。这

是自觉地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斗争的过程,这是摆脱现在盛行的
“
行政教育学

”
的唯-办

法。

在现有学校教育范围内,首先要抓教育观念的更新,树立人口、教育、生产力 以及科

技、教育、经济两个三方面形成序列相互结合的社会意识 ,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极积性,形成

广泛的社会力量,在树立教育的社会意识的基础上夕大力抓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原理,改

善教育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法有三个步骤: (1)在劳力上劳心,心以制力,手 脑 并

用; (2)即知即行,自 觉觉人丿 (3)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这是过去行之有效,当前亟

应推广的教育方法。观念转变了,方法也就融汇贯通了。

在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以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教师,利用现代化设

备,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根据创业教育的设想,办好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和-所完全中

学等在内的一条龙试验。形成新的学校教育序列并成为具有示范性质的现代教育 的试 验 中

心,为使传统教肓向现代教育转变摸索-条路子。

孛校教育以外的校外教育:是创立新的教育摸式的试验基地,研究各种各类教育的相互

关系,研究其人才流、能量流及物质流的客观规律,为改革学校教育,理顺整体教育的关系

提供宏观依据。

校外教育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部分,家庭是儿童的第-所学校。国家要下决心让

全社会帮助母亲履行第-个教师的职责。这件事情抓起来了,才有可能真正扫除妇女中的文

盲。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普及学前教育,才有可能向学校教育过渡。从整体考虑,这必然对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利?这种投入将收到难以计算的社会效益。社会教育分三个层次,重

点要放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未升学的毕业生身上,这部分人大体占人口的五分之一。要同时

兼顾两头:一头是普及文化,包括扫除文盲;另一头发展21世纪所需要的新兴学科与老年教

育结合起来,利用教育社团,发挥离退休教师和干部的作用。这是-件花钱少收效大的大好



事,值得提倡。

校外教育可以大胆试验创业教育。创业教育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质量的标准。学制、

课程、教材、教育方法都耍从实际出发,教育模式要适应极为复杂的现实情况而富有弹性。

不追求学历和文凭,不受现行教育摸式、学校模式和教学模式的限制,不依赖国家 分配工

仵,强调自立创业。创业教育,不仅仅涉及教育,雨且涉及各行各业,涉及全社会。它可以

为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摸索经验,为教育全局的根本改革创造条件。

在学校教育、校外教育分别改革的基础上酝酿根本的改革。只有根本改革,未来学龄儿

童才不致陷人教育内外的恶性循环圈里,才有可能开始传统教育向珈代教育的转变。根本改

革也只有在创业教育一条龙试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开始。这已是21世纪的事了,但现在

必须着手准备,短期目标责任制制约着未来教育的准备,这种情况应采取有力措 施加 以改

变,等着未来再研究就来不及了。以整体教育为出发点进行整体改革,那就必须 对教 育 的

整体有统筹的考虑。这是改革教育必须具有的战略意识。

马克思在I的9年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中曾经指出: “
这个问题有∵种特殊

的因难之处。-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 了改变社

会条件,又需要招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 出发。
”(《 马克思群格斯全集》第

6卷,Os4页 )

六十年后,陶行知也讲过: “
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丽不从

办学人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Jb,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

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
”(《 陶行知全集》第2卷,128页)经过 两个 六

十年的发展,我们现在也必须如此。我们要在全面的社会改革中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我们只

有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才有可能把全面的社会改革搞好。

(上接第13页 )

运行机制的有关方面加以调节。首先,优化
各要素内在结构,加强各要素的发展,并使

之平衡而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消除互不照

应,各 自为政的现象。其次,加强各环节与

相关要素的衔接,保证各要素作用的正常发

挥,增强机制内在运转力,消 除循环道上的
“
肠梗阻

”
。再次,调 节

“
五 大 要 素

”
之

间,和
“
五大要素

”
分别与其它相关联的子

要素之间的矛盾,理顺相互间的关系,使运

注释 :

①王通讯:《人才学通论》,lgas年 《天津人 民出

版社》出版,第 sT8页 。

②马克思:《 玫治经济学批判》,《马 克 思 恩格

行机制的运转更默契、和谐,消除相互冲撞

的内耗现象。

3、 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运行机制

运转情报网络系统,及时准确地掌握机制运

转的情报信息,将不利于机制良性循环的各

种消极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坚持以系统科

学为指导,抓好配套改革的落实,使运行机

制良性循环的若干方面能协调统一、目标-
致、作用合一,真正形成

“
多兵种

”
合成作

战,共建四化,促进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斯全集》第轧卷下册第219至 220页 。

③鲁洁:《 值得每个中国人担优 的教育危 机》,

《教育研究与实殓》,1988第 二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