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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民初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吴 洪 成

内容提要 :实 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是民国初年比较盛行的两种互相联系的

教育思潮 ,是在批判封建传统教育和反思清末
“
新教育

”
的种种弊端而由当时一些知名

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提出的新的教育思想。它们强调实际运用 ,学 用一致 ,以 适应社会生

产发展的需要P并 曾对当时的中小学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后的职业教育思潮 ,就

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两种教育思潮 ,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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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庄俞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

义的纲领。1912年 1月 1日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孙 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发布《临时

大总统就职宣言书》。
“
宣言

”
提出:政府的职责是

“
尽扫专制之流毒 ,确定共和 ,普利民生 ,以 达革

命之宗旨,完 民国之志愿
”
,并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工作 ,以 消除封建主义的

影响,发展资本主义。为了适应共和政体下社会重心的转移 ,满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技术人才

的要求 ,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实利主义。在改革过程中,人 们对清末
“
新教育

”
日渐不满 ,认

为清末改革是西洋工业化社会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移植 ,在工业不甚发达、科学不太昌明且尚以农

业经济为主的中国 ,并不适应。典型的是
“
新教育

”
体制与社会产业结构相脱离 ,书本教育不适应

社会实际需要 ,学生生计问题、生产能力问题十分突出。于是 ,由 倡导实利主义进而提倡实用主义

教育 ,形成民国初年又一种有影响的教育思潮。

一、实利主义教育思潮

实利主义教育思潮盛行时间较短 ,它是洋务派西艺教育在民初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直接

的源头是清末厘订的教育宗旨。1903年 (光绪 29年 )《 奏定学堂章程》的教育宗旨规定 :“ 无论何

等学堂 ,均 以忠孝为本 ,以 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 ,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 ,练

其艺能 ,务期他日成材 ,各适实用 ,以 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学务纲要》又明确指

出:“此次遵旨修改各学堂章程,以 忠孝为敷教之本9以礼法为丿刂俗之方,以 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
之具。帅J清 末教育宗旨的正式颁布,是在 1906年 (光绪 32年 )3月 25日 由学部奉上谕公布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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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标准 ,即
“
忠君t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
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阐释

“
尚实

”
条云 :“所

谓尚实者何也?夫学所以可贵者 ,惟其能见诸实用也。⋯⋯方今环球各国 ,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

为要政 ,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 ,斯下益民生 ,上裨国计 ,此尤富强之要图 ,而教育中最有实

益者也。丬四
可见 ,清末的教育宗旨中已含有实利或实用的教育思想。但是 ,在理论上并不系统 ,并

且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 ,谈不上有多少真正地施行。真正明确地提出实利主义教育 ,并对

教育实践发生影响的是在民初 ,它是近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的先导。    '∷
民初社会风尚发生了转变 ,人们的价值观、政治观、职业观、消费观逐渐从封建弊习陋俗中解

脱出来。清末没有得到社会舆论支持的
“
洋化

”
倾向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

“
崇洋∷风尚。广大青年男

女为了谋求人格独立、生活自主 ,冲出家庭 ,走上社会。社会也不再将从事实业看成“弃本逐末∵,

而视为救国救民的光荣职业。民初出现了商业发展的热潮 ,也反映了人们职业观的改变。过去 ,

读书人皓首穷经 ,醉心科举 ,崇 尚儒理 ,鄙薄实学。清末废科举 ,派游学 ,兴学校 ,西学有取代中学

之势。民初 ,新学大倡 ,旧学衰落 ,“英年时彦,锐志科学 ,讲求实用
”
,而

“
作诗填词者 .千无一人 ,躬

行实践为身心性命之学者 ,旷世无一人也
丬3]。

由于社会的需要 ,“公私学校的设立 ,一时风起云

涌 ,而镇乡私人兴学者 ,亦 比比皆是
’’EJ∶ 。学生选择职业 ,首先考虑其实用价值以及利益所在。在职

业、求学观念上发生的转变 ,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后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 ,是社会

人士对实利主义教育认可及赞同心态的体现。这就说明民初实利主义教育思潮有着广泛而深厚

的社会基础。

正因为如此 ,蔡元培把实利主义教育当作富国的手段。他说 ,当 今世界的竞争 ,不仅在武力 ,

尤其在财力。且武力之半 ,亦 由财力而孳乳。而
“
我国地宝不发 ,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 ,人 民失业

者至多 ,而 国甚贫
”
,因 此 ,要发展国民经济 ,提高社会生产力,富 国强兵 ,“实利主义教育 ,固亦当

务之急者也
”
。他阐述云 :实利主义教育创于美洲 ,而近亦盛行于欧陆 ,它

“
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

之中坚
”
,主张

“
以普通学术 ,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

”E5],即 普通教育各门学科

理论知识的学习,应该与社会各种专门职业相联系 ,以实际利益、经济效益的取得为趋向。

蔡元培将实利主义视为学校智育的内容。他希望通过科技知识的教授 ,使学生掌握近代社会

生产所需要的知识技能 ,发展其认识能力与创造力,能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他设想的学校各

门课程中 ,实利主义教育所占比例最∷高 ,达百分之四十。重视学校科技教育 ,强调发展学生智能 ,

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体系的特色 ,体现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进步三者之间内在联系

的卓越认识。他谆谆告诫青年学生说 :“ 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 ;生活的改良,社会的

改造 ,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 ,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而不言新文化就罢了 ,要发展新文

化 ,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 ,特别注意呵 !丬
6]

1912年 1月 3日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

长 ,景耀月为教育次长。1月 9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不愧为资产阶级的著名革命

家和教育家 ,上任后 ,凭着睿智卓识 ,分析研究了封建专制时代的传统教育与资产阶级共和时代

教育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他主持下通过颁布改革教育法令、制订新的教育宗旨、建立教育行政组

织、制定
“
壬子癸丑学制

”
、设置各类学校课程等措施 ,对封建专制时代教育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

的改造 ,奠立了民国教育的基石。作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重视实利主义教育的思想 ,在

民初教育宗旨中得到反映。1912年 7月 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 ,讨论并通过新的教育宗旨 ,

即
“
注重道德教育 ,以 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 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l实利主义教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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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教育宗旨,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下来 ,推行全国。当然 ,实利主义教育的精神在教育改革的

其它规章措施中也有所体现 ,此处不赘。

充分阐述实利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并就实施方法加以探讨的应推陆费逵。陆费逵 (1886—

1914),近 代出版家、教育家 ,字伯鸿。少时接受新式教育 ,19凹 年任文明书局编辑 ,兼文明小学堂

校长。190g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 ,主编执当时教育界舆论之牛耳的《教育杂志 》。辛亥革命后,创

办中华书局 ,任局长、总经理 ,参与编写教科书。主张教育改革 ,所撰论文如制定教育方针、缩短学

制年限、减少授课时数 ,注重实利教育、厘订课程标准、编辑教科书等 ,皆有灼见真知 ,切 中时弊。

蔡无培提出包括实利主义教育在内的
“
五育

”
并举、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 ,主要侧重于世界观

教育与美感教育。陆费逵正是针对这种偏颇而发表商榷性意见的 ,其言论文字对民初教育影响颇

大。

陆费逵主张 ,在当时的中国 ,实利主义为一切教育主义的基本,在教育宗旨中应处于突出的

地位。他说 :“吾民国之国是如何定之 ,吾不敢知 ,然万事根本实在乎。财 ,吾国大患尤在夫贫。苟一

旦民穷财尽 ,则国与民皆不免于破产。国家破产,外侮立乘 ;国 民破产 ,盗贼愈甚 ,而皆不免于亡。
”

发展经济、国富民强才能抵御外侮 ,维护安定的社会环境 ,这是陆费逵实利主义教育观的出发点。

由于
“
重义轻利

”
、
“
学而优则仕

”
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人 们的生计能力与生活水平一样都很

.低。陆费逵描述道 :“吾国人之习性 ,下等社会虽能耐 劳 ,而知识缺乏 ,生活之力遂以薄弱 ;上等社

会文弱优柔 ,既无耐劳之筋力 ,又无谋生之能力。若长此以往 ,恐全国皆游民、皆饿莩矣。
”
为此 ,非

实施实利主义教育不可。
“
今日教育方针 ,亟采用实利主义以为对症之药 ,效果如何尚难子必 ,安

可更益优柔文弱之媒哉?”因此 ,陆 费逵明确提出实利主义教育是其它各育的基础。实利主义非惟

药贫 ,实足以增进国力 ,高尚人格 ,非此则其它诸育
“
亦将无所附丽

”
。他还具体解释它们之间的关

系 :“足食方能足兵 ,生计不裕侈言尚武 ,则大乱随之。古今中外断无无财而可以强兵之理。况今

世战争恃力者三 ,而恃财者七 ,无财则任何勇武之国民必不足以取胜 ,此军国民主义之有恃乎实

利主义者一也。
”
衣食足而后知礼义 ,饥寒不免则道心变为盗心矣。

“
此公民道德主义必恃乎实利

主义者又一也。∵出世间之观念 ,优美尊严之感情非不美也 ,然过于重视则不免流于优柔文弱,数

千年来吾国教育即误于此 ,“孔孟之轻利重义 ,黄老之恬退无为 ,其成效既如彼矣 ,今 日顾可继以

世界观美感二主义益其误耶 ?”换言之 ,世界观、美感教育仍需以实利主义为基础。他概括道 :“窃

谓民国教育方针宜以实利主义为标帜 ,勤俭耐劳为学风 ,普通人们宜令具生活之知识技能 ,俊秀

之士宜令备指挥监督之才 ,或注意于研究发明。人人有谋 生之力,生 活稍裕 ,则可以为军国民,可

以为公民。其上焉者可以研究哲学 ,求出世间之知识 ,养美丽尊严之感情。
”

按照陆费逵的阐述 ,实利主义教育包括劳动观念及生活能力的培养 ,在普通教育的各门课程

中交织着技术的学习和实际生产技能的培养 ,尤其重视对增强经济实力、社会财富有显著效果的

学科内容的学习与实践 ,大致属于劳动技术教育的范畴。陆费逵强调实利主义是其它诸育的基

础 ,对克服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针砭当时教育流弊有可取之处 ,从社会生产力制约着教育目的

的制定、课程的设置以及教育事业的规模与速度这一角度言 ,是符合唯物主义的 ,合理的。但从劳

动技术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来考虑 ,又有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如他认为普通学校的学生
“
有生活之知识、谋生之技能 ,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人

”
,就达到实利主义教育的目标 ,也就达到

了教育目的。显然 ,他没有认识到普通教育阶段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学习与锻练 ,是学生以后走

向社会或继续深造的基础 ,是他们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素养 ,是全面发展的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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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样也就是限制了普通教育质量目标的全面落实。

陆费逵认为 ,实利主义并非完全等同实业 ,并非完拿等同手工图画 ,“其精神所在则勤俭、耐

劳、自立、自营 ,则 民智民德进而社会国家亦进步矣
”
。㈦陆费逵这里所指的这种精神 ,与一般意义

上学校德育的内涵不同,主要指生活情操、劳动观念及劳动态度等方面 ,涉及职业道德的范畴。

随后 ,由 于民初社会发展实业的要求十分迫切 ,使得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有ˉ定数量的实
业人才 ,所以对实利主义持同态度的人们逐渐将思考和焦点聚集在实利主义教育规模的扩大上。

有的认为 ,“凡有利于实际者 ,皆谓之实利。故利已利人 ,实利主义也 ;利 国利民,实利主义也。约

言之 ,勤劳俭朴贮蓄等 ,对于己之实利主义 ;信义协济和平等 ,对于人之实利主义也 ;团结贸易经

济等 ,对于社会之实利主义也 ;兴业纳税助饷等 ,对于国家之实利主义也 ;交通竞争比较等 ,对于

世界之实利主义也。
”[9]在

实利主义的名目下 ,注入了实业和道德两大内容。所以,倡导以实利主

义为教育方针的人们心目中的实利主义 ,是特定的教育上的实利主义。实利主义教育 ,实是具有

道德意义和指向的实业教育。因此 ,有人主张 ,通过多设实业学校增加普通学校的实业学科、实行

实业补习教育等途径 ,实施实利主义教育。还有论者提出,工业是实业的核心 ,“而优良适切之技

术家相继出现。最为工业发达之主因。丬nD应
该发展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类工业学校,施行

“
工业教

育
”
。

至此可以看出,1912年 之际 ,应社会发展之需求 ,以 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构想的讨论为契

机 ,以制订新方针为目标 ,教育界兴起了一股实利主义教育思潮。倡导者们因立论的角度不同,阐

述的具体内容也有差别 ,但究其根本言之 ,不外乎将教育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联系,通过科技

知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增强学生的生产及生活能力 ,注 意学生生活态度、劳动观念的培

养,直接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实业、富国强兵、救
=图

存的社会目的服务。由于当时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并未推翻,教育文弱、空虚、无实的弊端仍存在 ,因 此 ,实利主义教育有时代
的进步性。

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甲午战争以后 ,中 国出现了第一次兴学热潮。清末
“
新政

”
时期 ,实施教育改革 ,废除科举制

度 ,建立新学制 ,厘订教育宗旨,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在此期间及以后数年内,兴学热潮进一步高

涨 ,并形成统ˉ的教育宗旨、完备而互相衔接的学校体系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管理机构。这标
志着传统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终结 ,在 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史上有其重要意义。但由于中国小农

社会根深蒂固的经济结构、宗法制度的深厚基础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遂使从不同途径和以

各种方式移植、模仿西方近代工业社会建立的教育体制进行近五十年的
“
新教育

”
革新 ,在中国 ,

特别是农村社会出现了事多杆格、逾淮为枳的后果 :其一,虽然民初教育部于 1912年 1月 19日

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
“
废止旧时奖励出身

丬n〕
,但 由于传统的积习很深 ,人 们

仍视学校教育为光宗耀祖的途径,科举的气息在一股民众中未曾淡弱 ;其二 ,学校教育与社会实
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甚至出现与现实生活及生产相背离的状况。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仅没有

谋生的技能,反而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学校几乎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的养植所。这种学校教育愈

发展 ,失业的游民就愈多。如何克服教育近代化过程过中出现的新问题 ,将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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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 ,根据中国的社会特点 ,有选择地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有益

的东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 ,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摆在教育界人士面前的新问题。蔡

元培、陆费逵等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实业的角度作了分析 ,提出实利主义

教育 ,正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有益探讨。现在看来 ,这是在教育结构改革层面上的一种努力,但

较少具体地阐述教育与学生日常生活及生产需要之间的联系,教育与一般民众之实用知识、实用

技术之间的联系 ,尤其很少注意到普通教育与社会产业结构的水平及特点间的联系。教育实际中

存在的上述问题呼唤着新的理论的产生。

1913年 ,黄炎培撰写《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10月 发表于《教育杂志》第 5卷

第 7号。这是一篇最早而又较全面地反映黄炎培教育思想的重要论文。

在该文中,黄炎培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与生活、学佼与社会相联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结 合

我国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的实际情况 ,具体地提出了改革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以 及实用主

义教育的方案。

黄炎培认识到当时仅通过多设实业学校 ,于普通学科加设实业科 ,提 倡实业补习教育等途径

实施实业教育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中存在的弊端 ,有效地促进实业教育的发展。这是由于

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专重文字的封建传统教育阴魂不散 ,同 时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在实践中出现

了因脱离中国社会实际而诱发的新的问题。这两方面结合为一体 ,牢牢地附着在新式教育、包括

实业教育的躯体上 ,束缚着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黄炎培尖锐地批评当时教育存在的弊端和造成的恶果。师范学校的学生 ,“则伦理学名词难

记氵心理学概念观念不能区别 ,意 志二字不能解释 ;教育理论但知外国人名,而学说之取义未明氵

理化方程式 ,但识外国文记号 ,氧气性质如何、居室通气法如何 ,均未能明 ;代数算术习题 ,均待教

师板演而抄之
”
。普通学校学生 ,“ 习农则畏勤动之多劳 ,习 商则感起居之不适。而自实际应用上

观之 ,其所学固一无所得也
”
。他感慨万千地说 :“循是不变 ,学校普而百业废 ,社会生计绝矣。

”
大

声呼吁必须
“
打破平面的教育 ,而为立体的教育

”
;“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
。具体来说 ,

就是要
“
从事于普通学科之改良

”
,使普通学校设置的诸学科能

“
活用于实地之业务

”
,管理训练亦

能
“
适于实际之生活

”
,真正实现

“
以教育为实业之先导

”
,“以实业为教育之中心

”
的理想。黄炎培

还就小学各科如何以实用为目的进行改良,提 出具体办法 :1。 修身——注重偶发事项及作法 。2.

国文——读本材料 ,全取应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 ,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 ,尤多作书

函,或拟电报 ,习 写各种契据式。3.历史—— 除近世大事择要授之外 ,全不取系统 ,授以职业界之

名人故事等。⒋地理一—多用画图 ,少用文字。画图必令自习,兼与手工科联络 ,制 为图版 ,上绘

山脉河流道路都邑区域 ,注 明各种名称及物产。5.算术——演算命题 ,多用实事或实物。习诸等

必备各种度量衡器 ,使实验之。关于土地面积 ,则令实地量度 ,兼授珠算簿记。6.理科——其材料

一以人生普通生活所接触所需用为断 ,⋯⋯教授务示以实物 ,遇 不得已时 ,济以模型标本。必令实

验 ,切戒专用文字 ,凭空讲授。7.图画——虽简单之形体 ,亦参用实物写生。8.手工——宜与图画

联络无论矣 ,尤宜置实物于前 ,令仿造之。其材料、其方法 ,务求为他科策应 ,但仍须适合于生徒程

度。9.体育——采用锻练主义 ,兼视地方情形 ,令 习生活必须之特种运动。如陆则骑马 ,水则游泳

等。概括起来 ,他对小学教育改革的主张是 :小学课程的内容以日常生活与生产的实际需要为中

心 ;不拘泥于学科内容的系统化 ,重在具体运用 ,因地制宜地安排教学内容 ;应使各门课程的学习

有互相迁移的作用:上述见解对改革课程内容以适应学生及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 ,是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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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
黄炎培继承古代唯物主义教育家如荀况、王充、颜元、王夫之等人关于学习过程的论述 ,并吸

收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教学观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教学方法作了阐述。他认为要使学校教育与社

会生活及实际相联系 ,就必须改革教学方法 ,“盖从来一般之教授 ,仅恃生徒听官之感觉以为输入

之梯 ,自 直观教授行 ,乃进而利用生徒视官之感觉。今且更进而利用筋肉之感觉 ,不惟使生徒目睹

此事物而已,直令其一一自行实验。由是而论知识 ,则观念益明确 ,论技能则修练益精熟 ,以 是谋

生处世 ,遂无杆格不入之虑。
”E1臼 这种主张在他的小学课程改革方案中有所渗透 ,是与学以致用、

实学实用、培养适应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人才等教学、教育目标相统一的。  ∷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这一主张的提出,是黄炎培联系我国实际,认真研读并吸收西方资产

阶级教育学说,试图从理论上清除封建教育影响并解决
“
新教育

”
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的一种努

力,这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是对实利主义教育思潮中有关教育与学生生计与现实生活及生产相联

系的初浅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对改变当时教育中存在的空疏无实、学用脱节的弊端及转移士风学

风等有一定的作用 。

与黄炎培同时 ,在民初提倡实用主义教育的还有应俞。庄俞 (1876— 1938),中 国近代出版家、

教育家 ,字百俞 ,又字我一 ,江苏武进人。早年与人创设体育会、演说会、天足会、私塾改良会、藏书

阅报社等 ,开展社会教育活动。24岁 受聘为武阳公学教习,旋入商务印书馆 ,先后参加编写《最新

教科书》、《简明教科书》、《共和国新教科书》、《单级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

学制教科书》等多种课本。1913年后与黄炎培等提倡实用主义教育 ,在教育界引起较大反响。

庄俞在同期《教育杂志》发表《采用实用主义》一文 ,赞成黄炎培
“
学校采用主义

”
的倡议 ,提 出

了实用主义教育观。他大量引证了西方近世教育家如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关于教育

与社会、与生活及生产之联系的论述 ,并列举,日 本教育实施实际主义、生活主义所取得的社会效

益 ,批评当时教育主持者但知筹巨款 ,建大学校、专门学校 ,规模求其宏,仿效求其似 ,而实际上
“
按之实用 ,相去不啻霄壤

”
,“ 长此不变 ,事倍功半 ,而 国已隐受其祸矣

”
。他主张 :“在教育上正当

之目的 ,须与以物质的精神的关于生活之准备,故正当学科 ,宜 以人生必要事项 ,而示以各种活动

之次序 :第一使其能直接得生活上之实用 ,第二使其能间接得生活之实用。
”
使我国得一学校即得

一学校之实用,得一学生即得一学生之实用 ,如此则
“
数十年后,无论何学校何学生皆为实用学校

实用学生 ,其裨益于国家何如耶
”

!

庄俞认为 ,自 清末实施
“
新教育

”
以来 ,学校教育迅猛发展 ,但其间暴露了严重的弊端 ,良方秘

药正是实用主义。
“
学制公布 ,学 校议建 ,学 生聚增 ,表面观察 ,今 日教育岂不曰有进步?然而

(-)则 虚伪,(二 )则剿袭 ,(三 )则矜夸,(四 )则 敷衍。∵言决之 ,如是现状 ,于国家鲜有实际 ,⋯⋯

欲救今日教育之弊 ,非励行实用主义不可。何则?虚伪、剿袭、矜夸、敷衍 ,无一不与实用主义有极

端之反对 ,实用主义不得推行 ,则此种积弊,决难扫荡廓清。今日教育家 ,可不於此三致意乎?”

庄俞对行政部门推行实用主义的职能、措施发表了意见。他认为 ,实施实用主义教育的机关

在上者为中央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司 ,在下者为各校之校长及职员。
“
是故今日实用主义欲实施于

全国,但须教育部提倡之 ,各省教育司推广之 ,以 此为学部视学、省视学、县视学 ,视察学校之准

的 ,将见不崇朝而主义实施矣。
”
详言之 ,教育部

“
当编定教授要目,颁行于世 ,以 为学校教授之标

准
”
;教育司

“
当就教育部所定之要目,择各省异同之点 ,加 以详注 ,本省以为最要者 ,特别注意之 ,

督促各学校尽力实施
”
。他充满信心地说 :“苟能上下一致提倡 ,则成效之速 ,甚于置邮传命。枝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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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为之 ,则其成效亦琐琐碎碎之可稽。
”

在教学中如何实施实用主义 ,庄俞也提出精辟见解。在教学内容上 ,实 用主义教育
“
乃将平时

所授各学科 ,-—致于实用 ,并非废除各学科 ,而别有所谓实用科学也。
”
校长可在学期之初 ,“预

定教授一览表 ,将实用事项 ,分科编次 ,按时施教。
”
在教学方法上 ,教师

“
讲授一事 ,必求其事于社

会生活得适宜之应用 ,遇有事物可子以直接之观察者 ,不可敷衍塞责 ,日 濡月染 ,养成实用观念 ,

则提倡实用主义之目的达矣。
”
庄俞断言 :“提倡他种主义,或有违法蔑理之嫌 ,提倡实用主义,直

有万益而无一损 ,又何乐而不为哉?”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提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由封建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商

业经济转变的历史趋势 ,适应了社会进步人士的普遍愿望。因此 ,一经提倡 ,应者如云。江苏、上

海各/Jl学有热烈的响应 ,安徽、江西、浙讧、山东、直隶各省亦有实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 》

等刊物曾大量登载讨论文章 ,如《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七号刊登征文启事 ,征文的内容为 :今 日学

校教育应否采用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实施法。该刊第六卷特出增刊 ,展开讨论。有的论者对实用

主义教育进行概念的界定 :“实践的开发主义为何?曰实用主义是也。实用主义者 ,为在学校所施

之教育 ,意能合乎人类之需要而已
”
。EIt]有 的将目光更为细致地深入到社会需求的各个侧面,如

认为倡行实用主义能使中国人注重于实科之学并实用之本 ,使学术发达 ,能使学校的教授法改

良,能培养有自营相当之职业的人才 ,解决生计 ,发展国力,从而保障共和国体等等r巧 ]。 有的更深

入地探求实用主义教育的实施法 ,如在普通教育中,人 们提出教材上应采圆月排列法 ,教科书应

随时、景、量为变换次序r【 s]。
手工科要

“
首宜与图书联络 ,尤宜置景物于前 ,而仿造之丬17E。

算术科

要令学校登载每日杂费出入。调查每日市场物价、商家特别字码、速写字等 ,使学生练习计算书写

等等El:]。 在实业教育中,倡行学校附设实习场所 ,如工场、商店等〔:9]。 更有人提出了使毕业生入工

商界的优待法与工商学徒入补习科的鼓励法E2°彐,要使教育真正裨于现实生活。

这一年间 ,黄炎培考察各省教育 ,足迹所及 ,春夏之交 ,为 安徽、江西、浙江 ;八、九月间,乃至

山东、直隶。教育界人士对他的来访
“
一见倾心 ,莫不以实用主义为其谈话之资料。盖此四字印于

一般教育者之脑海深矣。
”
如教育总长汤化龙与黄氏晤谈时 ,“言中学教程 ,应注重科学 ,科学应注

重实用。
”
黄炎培激情昂扬地说 :“综而观之 ,此一年间之实用主义不可谓无突飞之进步。其始尚不

免致疑于斯主义者 ,今则罕闻异议矣。鼓吹之声愈唱而愈高 ,响应之区渐推而渐广。而一部分之

教育界盖已由研究进于施行。丬2】 ]

黄炎培的自述并非自诩之词 ,后 人在论及黄炎培《商榷》一文的影响时说 :“ 实用主义的提出

不能不谓我国教育上的大革命。自黄、庄二氏大声一提倡,全国教育界观念为之一大变。顷z四
当

时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 ,均冠以
“
实用主义

”
四字以广招徕。难怪近

代教育史学家舒新城称 :实用主义
“
于民国二、三年间 ,蔚为一种思潮 ,流行全国。

”E2引

三、对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分析与评价

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是民初二至四年间较为盛行的教育思潮。它们互相联系,有很

多共同性 ,有人将之合称为
“
唯实主义教育思潮丬2‘ 3。 它们都是在批判封建传统教育空疏、无实等

弊端的基础上 ,反思
“
新教育

”
运动中出现的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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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求相违背的弊端 ,试图寻求解决的方法而提出新的教育思想。强调实际运 用、学用-致 ,学

校的教学与学生毕业后的生活及生产需要相联系是其共同性的一面。实利主义注意从宏观上说

明教育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 ,强调教育对生产力提高的巨大作用 ,偏重于学校科技教育 ;

实用主义主张教育以日常生活、生产的实际运用为中心 ,适应当时社会对学校毕业生在生产及生

活能力上的要求 ,学校的发展与社会产业结构相协调 ,着眼于普通教育的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如

何围绕着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作有效的改革。

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 ,实质在于要使实业的需求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 ,

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以实为标尺的改造 ,来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用主义

教育与实利主义教育相较 ,前者不仅理论上更丰富 ,涉及面更太 ,而且由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很

快被人们用于实践 ,如上海县各小学、江苏第二师范附小就曾施行
E25彐 。1913年 12月 ,江苏省武进

市教育会召开经常大会 ,通过庄俞会长提出的《实施实用主义教授法案》,拟于各学校中先就修

身、国文、算术三科教授法实施实用主义。修身注意作法 ;国文注意应用文字为主 ,如便条、明信

片、书函、请帖、电报、汇票、借据、合同等 ,分配于数学年内 ,一一示以写法、用法、作法
E26彐 。可以

说 ,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从理论到实践对封建的空虚教育展开了扫荡 ,对教育实践产生

深刻的影响 ,实是从 1912年 到 1916年间教育界影响广泛的教育思潮 ,从而正是在此基础上 ,有

了职业教育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理论上的价值 ,简言之 :(一 )开始从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和教育与个人生活能力的培养、就业机会的获得两方面来探讨 ,是对教育功能的深

刻认识 ;(二 )普通教育课程设置及内容改革 ,应该如何从社会和学生个入的生产及生活的需要出

发 ,这是当时教学改革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 )教学方法怎样适应普通教育教学改革趋向社会实

用化的要求而有所革新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当时有很大意义。因此 ,在近代教学理论发展史上 ,

特别是教学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中 ,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有重要的地位。当然 ,它们的探讨

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实际 ,限于时代所带来的认识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故 尚不深刻与全面。其后 ,

职业教育思潮、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等都还是继续探讨这些问题。所有这些 ,

对于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 ,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

El彐《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编。

E2彐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 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68页 。

E3彐胡朴安《余墨》,《朴学斋丛刊 》。

巳]《 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下(文化类)。

E5彐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葸见》,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E6彐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 蔡元培教育论集》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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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彐引文均见陆费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 教育杂志》第3卷第 11期 ,1912年。

E9彐庄俞《论教育方针》,《 教育杂志》第4卷第1号 ,1912年 。

E101葆灵《工业教育之先决问题》,《 教育杂志》第4卷第2号 ,1912年。

E11彐《教育部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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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四引文均见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 教育杂志》第 5卷第 7号 ,1913年。

E13]引 文均见庄俞《采用实用主义》,《 教育杂志》第 5卷第 7号 ,1913年。

El创邢定云《今日学校应否采用实用主义》,《 教育杂志》第 6卷增刊,1914年。

匚lsl参 阅《实用主义教育研究专号》中以
“
今日学枝应否采用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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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题各文 ,《 教育杂志》第 6卷增刊。

ElsJ廉方《今日学校应否采实用主义》,同上刊。

E17彐 潘文安《实用主义实施法》,同 上刊。

E19彐 费揽澄《论推广初等实业教育之必要及其计划》,《 中华教育界》第 4卷第 11期 ,1915年。

E201沈亮《小学毕业生入工商界之优待法与工商学徒入补习科之鼓励法》,《 教育杂志》第 6卷 第 6号 ,1914

年。

E21彐 E25彐黄炎培《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 教育杂志》第 7卷第 1号 ,1915年。

″2彐陈青之《中国教育史》,此处转自毛礼锐、沈潜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 5卷 ,山 东教育出版社 1988年

版,第 542页。

E23]舒 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中华书局 1932年版,第 148页 。

E2硐任时光《中国教育思想史》(下册),上海书店 19弘 年影印本 ,第 ⒊0页。

E?5彐《教育杂志》第 5卷第 10号 ,1913年。

(△接第37页 )

注释 :

匚l“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第 91页 。

E2彐《洪武实录》卷四九。

E3彐 引自文正邦《有关权利问题的哲学思考》,《 中国法学》1991年第 2期。

E4彐参见《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匚5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 ,第 195-—△ 96页。

E6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 ,第 逐22页 。

E7彐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第 371页 。

E8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卷 ,第 5⒋6-— 5̄4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