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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连柯 的前景教 育 理论

苏联现代卓越的教育珥论家、教育革新

家、教育实践家安 ·谢 ·马卡连柯 (生于】8

88年,卒于1939年 ), 自十七岁起就开始了

教育生涯,}十 月革命胜利后,他接受了萁和

政 府 的 委托,建立和主持了有名的高尔基

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担负了教育流浪

儿和少年违法者的重任。在连续十六年的辛

勤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不仅把这批青少年

培养成为保卫和建设苏维埃祖国的人才,而

且还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研究了社会主义笨

件下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的原理、原则、方

法和组织形式,成功地创立了一整套崭新的

有特色的培养新人的教育思想体系。前景教

育理论就是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体系中申熏要

组成部分。           ∶

前景教育是马卡连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

总结的一条带规律性的指导思想,它不仅对

教育流浪儿和少年违法者是成功的经验,而

且是符合一般学校教育客观趁律的,不仅是

德育的主导原则也是整个教育的主导原则。

笔者认为,研讨马卡连柯的前景教育珲论,

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德

育的客观规律以至探讨整个社会主义熬育的

客观规律,都有一定的意义。并谨以此作为对

马卡连柯诞辰一百周年的一点纪念 !

(一 )

什么是前景?按照马卡连柯的蓐凡,就

是给学生及其集体指出未来的美好前途,就

是给他们提出-个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

给他们安排胜利前进的路线,就 是 为 他 们

制定达到既定目的的集体计划。一句话,前

景就是学生及其集体
“
对前途的希 望

”
,

就是
“
建立新0g∷煎途,运用已有的前途,逐

渐代之 以更有价值的前途
”(转引自何国华燕

国材著《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第7-—-9页
)。

前景包括近景、中景和远景。马卡连柯

在 《论共产主义教育 》(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

均弓咱本书)-书 中对此分节作了详 细 的 论

述:

近景,就是给学生以比较眼前的满足和

快乐,给他们提出需要立即作手 完 成 的 任

务,给他们制定今明几天短时期内的活动计

划。使他们看到明天-定比今天更好些。

∶ 中景, “
是包含在相当时期以后的经过

努力可以实现的集体事件的计划里面的
“
。

一年里
“
这样的事件不应当过多。 ”

中景

的教育意义在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让

学生愉快地投入所追求的目标的准各工作,

并在这些活动的准各过程中,使 集 体 力 量

得到发挥,并能给每一个学生发挥特长提供

充分的条件和机会,从而把学生及其集体的

积极
:性

调动起来,使他们都受到 一定 的 教

育和锻炼。              ,
远景,就是指集体所追求的远大而高尚



的目的。这个目的既要渗透到学校集体生活

细节的各个方面,同时又要与祖国的前途联

系在一起。应当向学生表明'他们的工作和生

活就是整忄国家的工作和生活的一部份。

近景、中愚、远景之阃是互相.联系的。

即在集体面前,永远要有实现比较眼前浦足

的近景目标,又有经过努力在相当时期以后

可以实现的集体计划,更要有作为照耀今天

许多生活绷节的重大而高尚的目的摆在集体

的前头。前景教育在马卡连柯的整个教育体

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卡连柯i的集

体教育理论以至整个教育体系的主导原则和

指导思想。    
′

首先,前景教育是制定集体目标的理论

依据和推动集体发展的力量源泉。

马卡迕柯认为j人不能离开集体,是集

体中的一员,’ 而集体又不仅是一群人,而是

有共同目标、共同劳动的团体。然而,集体

怎样维系和前进呢?马卡连柯认为
“
集体运

动规律 ?是集体最主要的规律,是集体的正确

组织和永保生气勃脚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他

说:“一切的毛病都是出于停滞。在集体生活

中是不允许停滞的
”
,“集体生存 的 方 式 就

是一向前行进 9它 的死亡方式就是一停滞
”

,

《马卡连柯全集》笫1卷第72页 )这就应当 时刻

给集体提出一个或几个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

任务。集体必须永远追求着新的前进目标,

才能使集体成为活生生淘有机体,使之不断

向前发展与巩固。

例如,马卡连柯在建立了高尔基工学团

好几年以后,已敢得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也
建立了良好的传统。然而:他认为在取得一

定成绩之后而不继续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集体生活就会停滞,成员就会消极颓废,因 此

他向全体学生提出了争取库良日工学团的艰

巨任务。当时的高尔基工学团12o个团员 ,

熊否接收当时处于混乱状态的28o名库 良 .日

工学团团员呢?他采用了
“
爆炸方 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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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拯救了在库良日工学团日趋萎靡不振的

280个儿童,把他们教育成离尔基工学 团 一

样牢固友爱的集体,而且也使高尔基工学团

发展壮大成厶00人,更加向前进步了J这是

∵次前景路线教育的巨木成功的典范。

、其次,前景教育是集体取得 成 效 的 关

键。

马卡连柯深信,一个入面前若毫无令人

欢乐的事,那他就不能活在世上,此即
“
明

日的欢乐
”

就是前途。它需要有一定的目标 ,

需要有毅力和斗争以达到既定的 目标 。 集

体生活应当充满着集体劳动的欢乐和明日成

功的欢乐。事实表明,凡是在自己的前面有

吸引力和推动力的集体'总是有前景作为激

励人们向上奋斗和前进的力量。马卡连柯在

其 《教育诗篇 》中作过如下的解释:一个人

向前瞩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

景,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人类生活中真正

的刺激剂是未来的炔乐。在教育技术中这种

未来的炔乐是它最重要的工作对象之一。首

先要培养这个炔乐,唤起这个炔乐∷使它成

为可以实现的。
′
其次应当坚持不懈地使比较

简单的炔乐转变为比较复杂的和对人类有意

义的快乐。

马卡连柯认为,培养丿
`就

是给他培养获

得未来快乐的远景的道路。他曾这样深刻地

指出前景对一个人具有重大的意义: “
通常

我们赏识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力晕和

美,一个人身上是否具各这两种东西,只有

从他对前途的态度来确定。
”

马卡连柯还告诫我们, 由于不善于组织

快乐本身,不善于唤起生活的乐趣,不善于
·
把快乐作为现实的东西提出来,9即不善于运

用前景方法去建立前途观念,往往是使教育

工作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很

多儿童教育机关,儿童之家和工学团的失败

就是由于缺乏有力而明确的前景,甚至设各

很好的儿童教育机关p如果它不 能 树 立 前



景,就不能获得良好的工作纪律。
”

马卡连

柯在教育实孩中,正是以卓越的教育技巧,在

集体面前经常提出一定的任务,把学生愉炔

的情绪组织起来,唤起学生对生活各方,n0

兴趣,对每一种置作岗位的志趣,在每一种

事业中都要走在前头的愿望,热情、刚毅和

求得高度工作质量的愿望。通过这种前景教

育,马卡连柯不仅把高尔基工学团、库良日

工学团数百名来自四面八方的身心受过一定

的创伤的儿童纽织成竖强雨自觉 的 劳 动 集

体,建 立̂了 ∵定蛐传统、习惯、铽皮和统一

的工作作风,而且在捷尔任斯基公社中出色

地完成了建立在高度现代技术基础上的照相

机和电钻的生产任务。通过这些付出了巨大

、努力的劳动,学生们获得了最大的、足以自

豪的炔乐,同 时又在快乐中把自已锻炼成了

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曲于前景教育是马卡连柯的集体教育理

论的主导原则和指导思格,而集体教育是马

卡连柯教育思想的核心,所以前景教育也是

实现培养目标的整个教育体系的主导原则、

指导思桓和基本途径。     .

(二 )

马卡连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和完善

的前景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具体要求,是建立

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基础上的。

首先,马卡连柯的前景教育遵循了由简

单到复杂,由 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原则。

马卡连柯指出,前景的目标不是永远固

'定不变的,两要随着集体的发展和提高,以

及随着学生的年龄特征的不同雨不断改进和

提高。在教育I作中运用前景教育时,应 当坚

持不懈地使比绞简单旬快乐转变为比较复杂

的和对
`类

tr意 义i)快乐。他写道: 
“
这里

可以看到⋯条很有意思的路裴:从最筒单均

厉i始漪足∵苴到瑕茁的责任感之中得来的快

乐。
”

因此他把前景分为近景、 中景 、 远

景 ,并把三者有地机结合起来,这是他的唯物

辩证法思想在前景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反映。

他强调在那些还没有能力安排自己未来长远

的意向和兴趣的儿童集体中,应当使儿童看

到明天一定要比今天更好些,以及愈是年幼

的儿童愈需要近景。他认为近景可以先从学
·

生能够吃到一块甜饼,下星期午餐将有一份

冰淇淋或看一场马戏等活动开始。但是 ,如 果

只把建立近景的工作停留在如此 f原始满足
”

的阶段显然是不够晌。所诣
“
明日的欢乐”,按

马卡连柯的说法,它
“
不是单纯的娱乐 ,不是

眼前的满足,而一定要是劳动的紧张和明天

的胜利的欢乐。
”
据此,在建立近景时必须对

集体和个人提出具有一定困难的任务,让他

们付出劳动的代价, “
充满集体的努力

”
,

并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充满欢乐地前进。例

如,让儿童修建未来的溜冰场,最初可能由

于醉心于很简单的娱乐的前途,而热烈地投

入劳动。但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较复杂

而有趣的任务,如安设照明装置、采暖器等

等脚时候,就会逐渐被更有价值的志趣和劳 ~

动成就所代替。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的儿

童会提出如何把劳动与工作组织 得 更好 .等

等。当这个工作的集体相处得象 一个 和 睦

的家庭的时候,单单这种集体的 工作 方 式

就已成为令人响往的近景了。马卡连柯同时

还指出,不应忽视
“
纠正有些儿童往往已经

养成了倾向另一种近景习惯
”,即追求近景

的一些坏的意图,如 以偷窃方式满足物质欲

望,喝酒,嘲弄别人,对弱小浒同伴显示自

己有力,讲下流话等等。他强调必须以正当

近景去代替学生F向 邪恶近景, “
应 当 让 电

影,音乐会、晚会、俱乐部小组的工作、朗

诵晚会和业余表演晚会,散步、远足以及修

建游泳场,打扫院子等劳动活动,把低级的

消遣排挤出去。
”

马卡连柯还指出,必须把

近景逐渐扩展到经过努力在相当时丿;目 I以 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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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的中景,并使中景加强和美化每一个

近景,而又令人响往着更美丽的远景。同时

还应进一步把青少年引导到为袒甲呻肆谁、

人类的前途而奋斗的远景目标上来。 他 强

调: “
应当建立新的前途,运用已有的煎途

逐渐代之以更有价值的前途
”
。前-项活动

为后一项活动打基础;后一项活动是煎一珥

的继续发展和必然结果,从而使学生在煎景

教育中不断前进。

其次,前景教育应遵循物质欲望和渭神

需求相结合的原则。

马卡连柯根据自己申教育工作经验,不

仅认为近景可以先从学生熊够吃 到 一 块甜

饼、一顿丰盛的晚餐等物质徘望丌始,弭

认为 〃设各完善的房舍和教室, 湿 暧 的住

宅,使人满意的食物;清洁的床铺等物质需

求,都是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前途。缺少

了这些,正确的教育根本是难于想象的
”
。

但同时应重视精神需求方面的煎景。他强凋

学校应布置这样的前景路线:唤起学生对生

活各方面的兴趣,对每一种工作 岗位 的志

。趣,在每一种事业中都要走在煎头的辱望,

刚毅、热情、理智和求得高度工作质量的愿

望。他写道
“
我们应当有意识弛估计到任何

⊥种远景ˉ—哪怕是没有一个甜饼、没有一

点砂糖的远景——的重要摹义”
。.校应当

按照集体的计划来建立近景,把学生的兴趣

引到向精神需求的满足方面,这样呻机舍和

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马卡连柯举到:向大

家宣布两个星期后本单位足球阢与邻近豕足

球队举行足球赛,就足以激发集体对前海有

乐观主义的感觉了;又如, “
帮助学生学会

功课,使他们从床上醒来,总是怀着美好的

前景。
”

马卡连柯还特别重视给予儿童努力

追求投入某些劳动满足的机会% 如学生想

修一条便于行走的简易小路,当 着 手 修建

时,就会产生新的理想——把小路铺得规模

更大些。于是开始了LL较复杂和罱翠作出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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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工作,并把全班儿童都吸引到这个工∷作

中来了:在这黑可以看到修建一条方便小路

0g简单年活前景,是怎样被尽可能完满地执

行劳动任务的更有价值的前景所'代替。在中

景方面,同样可以布置多种多样的满足学生

精神需求的活动:如参加节日的游行和全民

的运动,庆祝革命纪念日,学年 结束 和,开

始,毕业,暑假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儿童快乐

的前景。以暑假为例,学校应当予以很好的

组织和安排,使它成为
“
前景的一个前进的

据点
”
。在马卡连柯的教育集体中,每年暑

假都有革
·
富多彩的旅行活动使学生兴 致 勃

勃,并受到鼓舞和教育。在建立远景时,应

当让学生把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整个未来结

合在一起,使他们永远向前看,保持蓬蓬勃

勃的生活乐趣,对共产主义社会无限的信念

和忘我的追求。这就是马卡连柯
“
集体运动

原则
’

的实质,也是马卡连柯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在前景教育理论中的具体体现。  ;
再次,前景教育必须遵循个人前景与集

体前景相结合的原则。

马卡连柯认为必须把前景教育与集体教

育结合起来。前景不仅是指个人的前景,同

时更重要f咛 是集体前景。马卡连柯 指 出 :

“
我们的任务在于使个人的前途和集体的前

途互相协调,使我们的学生不致感觉两者之

间有什么矛盾。
”
他还进一步强调∵个人关

心集体的前途应胜过关心个人的前途。他提

醒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
“
真正关心集体,只

有你确实努力使集体生活更快乐,只有你不

欺骗集体,并没有给他指出过后不能实现的

令人神往的前途,只有在这些情况下,前景

路线的教育才会是有效的。
”

因此,在建立

近景时就应当
“
从个人路线着手∵,但又必须

重视
“
永远应当培养集体的意向而不仅是个

人的意向。
”

马卡连柯说: “
儿童教育机关

领导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这样的近

景,也就是对充满集体的努力和集体的成就



汹明天的共同志向
”
。在组织中景的各项活

动抑准各过程中,应使集体 n∵ 力 量 得 到 发

挥:如通过学生集体制定和诃讠̈仑活动计划,

尽可能吸收更多的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并给

每个学生发挥特长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机会。

马卡连柯还强调要在社会主义祖国前途的背

景~L来安排每一个学生

"个
人远景,从而使

远i::成 为学生及集体不断前进 H饣 强大动力。

他认为,这种远景教育在广泛的政治教育喜f

JL中 是很Ⅰt要沁阶段,因为
“
这是向更广泛

"礻

Ⅰ各̀ — —祖国抄未来“一种臼然、实际的

挝波。
”

曲此可贝‘,马卡连柯主张神把前景

教育、集体教育相结合,是特别值得我们吸

取泅宝贵浒教育经验。

最后,前景教育必须遵循理租与现实相

结翁泅原则。

众所用知,青年一代是怀抱各种理想和

幻想的,正女Ⅱ加里宁所指出:“青年丿、n勺 特点

就在于他们抱有作理恕荜业的宏 大 志 愿
”

(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苘和教学》,人‘民教亩出版

社,lθ 79年 版钎j19页 丿。困此,在运用碰「景 教 肓

时,我们必须巧妙地把青年的理愆、幻担与

日常坤学习、工作和劳动结合起来。右目的

地有计划地使学生的美丽幻想日趋于稳定,

并走向正确的方向,不沉溺于幻想,不变成

空谈家。但近景和中景也不能离开远大的共

产主义理懋和目标,以免失去it进 由l动力和

方向。这就需要引导青少年认识未来,以全

部感情来体验国家的耒来和前途。马卡连柯

认为,祖因的未来,祖国的前进,在建立远

景的路线上是最高的阶段。所以,我们应当

使学生和集体在各项活动中把理愆和日常浒

活动结 a起来,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既立足

于今天又满怀信心地奔向未来。

(三 )

前景教育是傅肓客观觇徉的反映,是社

会主义学校教育一条带规彳扛性nt丑要原则,

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强青少年遵想前

途教育有着积极冖现实意义。

苜先 ,前景教育是德育规律的反映'是社

会主义学校教育一条带兢律性|I重要原则。

从德育汁仔务来看,作为全面发展教育

n∴

·一个重要细戍部分△德亩,是要培养学生

具 fi· 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共产主义世界观和

共产主义逍德品质。要树立艹产主义世界观 ,

J妻 中共产主义的远大理廴教育是巫要泗内容

之一。迎妲是推动人们亡1进 ll巨 大动力,是激

励和鼓舞人们去战胜因难,努力完成学习和

工作任务nⅡ力童。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一些

亩年缺乏远大理加,因而不能努力学习和工

作,甚至思想消沉,道德论丧。囚此对青少

年进行共产主义理肛和前途教育是国家和社

会对青少年出l要求。从德育过程的规律来看 ,

德育既是培荞学生知、情、意、行多端的统∵

过程,也是促进学生思想矛盾发展浒过程,

又是促进学生在活动和交往中接受多方面影

响使其思扭品德不断渐进的过程。因而,德
育过程具有统一性和多端性,实 践性和社会

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反复性和渐进性 f冖 特

点。马村连柯汐前景教育理论,要求教育者经

常向学生展现层出不穷的一个个前景'这就

既起到正面教育,循循善诱的作用 '又能促进

学生明辩是非,增进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

想感情,激发学生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恝而克

服困难的自觉性、主动性,还能促进学生思想

上矛盾的转化,为崇高的理想而发扬佗点和

拒腐蚀的能力。马卡连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

总结和完善的一整套"前景教育
”
理论,特别

是要求循序渐进的提出近崇、中景和远景的

-系 列独创性见解,是伯冫合德甫
r过

程具有渐

进性、反复性的客观规律的。所以它不仅是集

体教育而且是德育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学校教

育的一条带规律性的主导原则和指导思想。

其次,前景教育符合苷少年Jb理 亥展的



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之一是富于理想。理

想是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ρ是他们的

奋斗目标,是他们前进的力量,是引导他们

和鼓舞他们去学习、工作和斗争的动力。但

青少年往往对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不很清

楚,往往分不清理想和脱离实际的幻想的区

别。少年和青年又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奠

定基础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可塑性大,

活泼好动,有强烈 求 知 欲 望和社会经历浅

等特点。马卡连柯在教育实践中 总 结 和 完

善的一整套前景教育理论完全符合青少年心

理发展的以上特点。因此,在教育过程中,

我们应创造性地运用马卡连柯的前景教育理

论,一方面给青年指出未来的道路和远景,

引导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忘我

的追求,树立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而奋斗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另方面引导青年

把祖国的远景与个人日常的学习、工作、劳

动
'和

生活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的求

知欲望、活泼好动等特点在丰富 多 采 的 近

景、中景和远景的活动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最后,前景教育最有价值的现实意又是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强青少年的前

途理想教育的需要。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

基础上,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

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

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

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

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在这种

情况下,有的青年由于不能正确认识或正确

对待,或者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就容易

产生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情绪。特别是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

消极腐朽的东西也乘机侵入。这些东西与国

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结合起米P就很容易使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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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浅、可塑性大、人生观和世界观芷处于形

成时期的青少年被腐蚀。有的盲目崇拜资本

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有的盲目效法

外国的生活方式,甚至有的走上了违法犯罪

的道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强调 :

“
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

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

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
”
(《 在全国

科技ェ作会上的讲话》)面对这工现实,我国的

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学习和掌握马卡连柯的

前景教育理论,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我们

应当帮助青年理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
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

使他们明白
“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

步摆脱贫困、摆脱落后的阶段;⋯⋯是全民

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阶段。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前进》第10一刊 1页)我们应当使青年了解我

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的近景、中景和远景 :

“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

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

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

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 民生活达到小康水

平。第二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

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赵紫阳《沿着有冲 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14——15页 )我们还

应当教育青年了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

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使他们增

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 心 。 总

之,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

善于在集体面前设计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近

景、中景和远景,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结

合起来,把个人前景与集体的、祖国的前景

结合起来,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把年轻

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

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