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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

（今越城区）人，我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毛

泽东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１７岁考取秀

才，１８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

林、授编修。１８９８年返绍兴，弃官从教，提倡新学。他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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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

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他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

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等

学校。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职。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拥护

国共合作。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蔡元

培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

育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蔡元培的教育著作很多，

大多收录在《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

全集》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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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小学教育思想

一提到蔡元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创造的北京大学

的辉煌成就及其大学教育思想。其实，早年蔡元培曾在小

学任教，关于小学教育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

蔡元培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小学教育，他在《自写年

谱》中写道：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

好，怎能有好大学？反之，若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

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合起来，就是自小学

到大学，均需要重视，均需要整顿。

关于小学教育的目标，他认为“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

之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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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能为宗旨”。他还指出：“儿童身体，宜期其发达健

全；凡所教授，必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于男女诸生，

应注意其特性及将来生活，施以适当之教育；各科目教授

之目的方法，务使正确，并宜相互联络以资补助。”

“五育”并举

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蔡元培第一次提出了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

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五

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于

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这一思想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

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

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

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刚

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

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蔡元培认为，探究教育之归属与地位，厘定教育之宗

旨与方针，这是教育改革的基础与根本。也就是说，要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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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必

须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出一个反映资产

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

标和要求。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身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

虽日理万机，但他始终殚精竭虑于新教育的理论思考。

１９１２年初，他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教育方针为“在普

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二

月，他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明确提出废止忠君、

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根据专制时代和

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

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育”

并举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

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

的，以美育为桥梁的教育思想体系。在“五育”中，军国民

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近于德育；

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

与“超轶乎政治”两类。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

教育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一类，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是“超

轶乎政治”一类。蔡元培尤其注重后两者，他曾说惟世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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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美育“鄙人尤所注重”。

蔡元培认为，尽管“五育”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

一不可的，是相辅相成、相融相通的。蔡元培还形象地把

“五育”比作人身，军国民主义是人的筋骨，实利主义是胃

肠系统，公民道德是呼吸循环系统，美育是神经系统，世界

观是心理作用，以此说明五者的关系。

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

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

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

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五育”并举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美诸育

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它适应

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需要，顺应了当时

中国社会的变革以及世界发展的潮流。

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即军事体育，这一教育思想在清末由国外

传入。军国民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主张，在维新变法时期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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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产生了，以后逐渐发展。鉴于中国近代积弱致侮的事

实，一些有志之士提出改变中国重文轻武的教育传统，培

养国民的强健体魄和尚武精神，强体强兵，抵御外辱。他

们主张将军事教育引入到学校和社会教育之中，让学生和

民众接受一定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学

生生活的军事化，特别是体育的军事化等。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背驰”，并不是

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

者”，主要因为当时中国“强邻交通，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

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即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

略，必须借助武力自卫，这就要实行军国民教育。就国内

而言，为了改变当时国内封建军阀拥兵妄为的现状，打破

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要“行举国皆兵之

制”，否则就不能“平均其势力”，这也要求进行军国民教

育。由此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

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也充分反映了他寓兵于

民、对抗军阀拥兵自雄、捍卫民主共和的良苦用心。后来，

他把军事体育发展成为普通体育。他认为体育是培养“共

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重要环节，他说：“健全的精神，必宿

在健全的身体”，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精神上也必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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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痛苦。他要求学生“各就所好，多多运动”，以强健身

体，振奋精神。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是蔡元培对当时流行于欧美、以杜威为

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种概括，他说：“此其说创于

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

利主义者也。”尽管蔡元培当时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

的理解不一定全面，但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确是因为蔡元培

的介绍而为中国教育界所认识的，从此引起人们的广泛

关注。

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是进行生产和知识技能的教

育。实利主义教育主要向人传授各种普通的文化科学知

识和发展实业的知识，培养人的劳动技能，对人进行一定

的职业训练。进行实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

的富裕程度，增强国家的财力，这样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蔡元培认为“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

普通教育之中坚”，是人民致富脱贫的途径。他认为“今之

世界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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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由财力而孳乳”。同时，他还指出“我国地宝不发，实业

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甚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

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他将实利主义教育视为富

国强民、发展国家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认为加强科学技

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

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他认为实利主义教育除了可以使人学到文化科学知

识之外，还可以使人的思维“臻于细密”，例如学习算学，既

可以丰富知识，又可以使脑力反复运用，使人的思维日趋

细密。

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他认为军事体育和实利主义

教育虽是“强兵富国”之道，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需

要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是，仅有这两者是远远

不够的，还必须有公民道德教育，“教之以公民道德”，“以

道德为根本”，因为即使国富兵强，也会出现如智欺愚、强

凌弱、贫富悬殊、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矛盾激化的现象。

蔡元培认为公民道德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法国资产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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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亲爱”），他说：“何谓

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

亲爱。道德之要皆尽于是矣。”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

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

级道德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

他提倡这种道德观念的意图是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相对抗，反对封建道德的专制等级性，并企图通过这种公

民道德教育使人摆脱封建伦理道德对自身的束缚，从而改

变被封建道德束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他提

倡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历史进步意义。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

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伦理特

别是儒家伦理的一些基本范畴的内涵和西方资产阶级道

德观念的精神是基本相通的，还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

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作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

的“义、恕、仁”，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

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

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所说的“大

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

也，古人称之为“义”。自由突出主体对意志、思想、人格独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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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追求，但应从主体而通于客体，“我欲自由，则亦当尊

人之自由”。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之谓也，

古人称之为“恕”。平等强调对他人权利价值的尊重，但应

由客体而归于主体，“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

不平等遇我”。但是平等与自由“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

之”，都不是积极的道德。在竞争的社会中，那些因天生残

弱或为境遇所迫的人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情、关怀和帮助弱者，使鳏寡

孤独和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国古人谓之“仁”，“仁”就是博

爱，是积极的道德。

蔡元培尊重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他主张广

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

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

毋为彼此所同化”，因此，他在摒弃封建道德的专制性和等

级性的同时，汲取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道德建设的养分。

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

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教育

世界观教育属于实体世界，是“超轶乎政治的”，为蔡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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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所独创并被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

受康德心物二元论观点的影响，他认为世界可分为

“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两方面，而且二者不可分割。现

象世界是我们可以经验到的，它和时间、空间不可分离，受

因果律的制约，其存在形式是相对的，隶属于政治的。实

体世界超越于经验之外，只可直观感悟，没有时间空间可

言，不受因果律的制约，它的存在形式是绝对的，超越政

治的。

他认为，人不仅拥有一个现象世界，还拥有一个实体

世界。现象世界中的人，由于存在人我差别的意识，追求

幸福的意识，而纠缠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在实体世

界中，人们摆脱了现象世界的种种矛盾，泯营求而化人我，

能实现意志的完全自由和人性的最大发展，思想和言论也

不受某一门之哲学某一宗之教义的束缚。因此人不能仅

仅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生活，人还应有一种超越现象世

界的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蔡元培认为“非有出

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

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况鹄的不止于此者

乎？”追求超越现实的实体世界是人类的一种终极目标。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他认为教育应满足和引导人的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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