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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朱自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８），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笔

名余捷、知白等，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学者、民

主战士。原籍浙江绍兴，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２２日生于江苏东

海县一书香门第。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

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
·１·

朱自清



称“扬州人”。１９２０年，朱自清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之

后先后历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

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第六师范学校、温州浙江第十

中学、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等国文教

师。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去世。朱自清在古典

文学、语文教育、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很

深的造诣和建树，其中尤以古典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最为

突出。他毕其一生都非常热爱语文教育，始终关心着中

学、大学的语文教育，直至临终前，他还一直带病编辑《高

级语文读本》。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２日，朱自清病逝于北平，享

年５１岁。其著作主要有《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精读

指导举隅》、《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等，大多收集在《朱自

清文集》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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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培养健全的人格

朱自清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格培养，他一再

指出：“教育的价值是培养健全的人格。”

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能反映他智商方面的水平，但学

习成绩高并不能说明他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因为一个人

在社会上立足，成就一番事业，更多的还是情商在起作用。

情商就包括了“做人”等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人格。对此，

朱自清深有感触地说：“教育被压在学生的功利下面，不免

有了偏枯的颜色。我总觉得‘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

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现在一般号称贤明的教育

者，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太重视学业这一面了，便忽略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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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面；于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

的。”他认为，当时教育界存在的问题是一般教育者将教育

看作一种手段，而不看作目的。校长和教师们既将教育看

作权势和金钱的阶梯，学生们自然也将教育看作取得资格

的阶梯。而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人格，这倒反而被人

们忘记了。人总须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视作“手

段”。至少学校应成为“目的国”，这才是真教育。他还说：

“功利是好的，但是我们总该还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这便

是要做一个堂堂的人！”正是有了这个做人的目标，朱自清

才于浊世中傲然立足，宁肯饿死也不食美国的“救济粮”。

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精美的散文佳作和不朽的教育思想，

还留下了高尚的人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因此

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之相反，一些蝇营狗苟的势利小人

被历史所淘汰，为人民所唾弃。历史事实更证明了朱自清

观点的正确。

对教育要有信仰的心

如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教育者，培养出好的学生呢？

朱自清在《教育的信仰》一文中指出：“教育者须对于教育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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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的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

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

任怨。”

朱自清认为，要教出好的学生，“首先教育者先须有

‘培养’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

也就是“能够爱人，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

爱抽象的‘人’。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

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

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但

这样的爱是须有大力量、大气度的。正如母亲抚育子女一

般，无论怎样琐屑，都要不辞劳苦地去做，无论怎样哭闹，

都要能够原谅，这样，才有坚韧的爱”；“有了‘培养’的心才

说得到‘培养’的方法”。

朱自清说：“‘做人’是要逐渐培养的，不是可以按钟点

教授的。所谓‘不言不教’、‘无声之诲’，便是说的这种培

养的工夫。要从事于此，教育者先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

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

和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所谓超乎功利以

上，就是说，不但要做一个能干的、有用的人，并且要做一

个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为的人———教育者有了这样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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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有了这样的人格，自然便能够潜移默化，‘如时雨化

之’了。”

作为一名教师，朱自清在价值取向上始终坚持着这样

一种执着的认知。他从来都认为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他是有着崇高教育信仰的人，是把教育当作人生目的

的人。朱自清不仅是这样“知”的，更是这样“行”的。

教育不能“教而不育”

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但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全部教给学生是否就算是一个合格

的教师了呢？

朱自清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在《中等学校国

文教学的几个问题》里说：“教育若只是贩卖知识，决不能

做出好事！他以为只要本科能够尽责，便可安然；殊不知

世上竟没有这样容易的！平日毫不过问学生的性行，要他

用功你所教的一科，那是梦想！便是能对付几回考试，也

只是敷衍而已；决不会真地认识该科的目的！他终于得不

着‘自己的’知识！这真是‘教而不育’了！”

朱自清举例说：“就说国文教学吧，你上课时，个个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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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注意听讲的吗？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吗？最

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

他们曾如你所嘱的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

时曾复习过了么？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

响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长和同事们的人格影响如何；换言

之，你们平日怎样实施你们的教育宗旨，怎样实施训育，上

课时便是怎样的气象。”

朱自清还指出，要教育好学生，除了课堂上的精心授

课以外，重要的还要在平时注意学生的言行，了解学生的

喜好、思想，多与学生沟通、谈心，针对学生在学习中的实

际问题答疑解惑，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说：“平日不去指导学生的言行，要在区区的上课的几小

时内，使他们顿然改过迁善，这除非是奇迹！”更重要的是，

教师本人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爱心感化学生，用自己文

明的言行、高尚的人格影响学生。朱自清教书育人一向以

身作则。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为每个学生制作成绩升降

表，让学生自己能看到学业的进步和退步。他对学生要求

严格，希望他们做学问要认真，半点马虎不得，提倡做“窄

而深的研究”，反对夸夸其谈。

他认为，学生们进入学校，一方面是为了求学，另一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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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是为了学做人。一般教育者都承认学生的知识存在

不足的现象，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学生的品格也是存在缺陷

的。“他们说到学生品性不好的时候，总是摇头叹气，仿佛

这是不应有的事，而且是无法想的事。其实这与学业上的

低能一样，正是教育课题中常有的文章。学生们既要学做

人，你却单给以知识，变成了‘教’而不‘育’，这自然觉得偏

枯了。”为此，朱自清言简意赅地道明了“育人”的重要性：

“为学生个人的与眼前浮面的功利计，这原未尝不可，但为

我们后一代的发荣滋长计，这却不行了。机械地得着知

识、又机械地运用知识的人，人格上没有深厚的根基，只随

着机会和环境支使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

他们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只能乱转一

回，不能向前进行；发荣的滋长，如何说得到呢？”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文教育缺失，由于缺乏

高尚的理想和信仰而引发的问题屡见不鲜，这已向教育工

作者和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如何改进当前的教育工作，培

养出新时代合格的建设者，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为教育改革

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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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教育的目的

朱自清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提出了自己对语文

教育目的的理解。他认为其目的有两项：第一是选读古

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第二是以欣赏作为情

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

扬弃或清算，培养学生的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

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

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有

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以使学生语文考试成绩

合格的传统观念，也有别于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

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

文教育目的的崭新观点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对于前人

的超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

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了解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

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

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

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

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宏扬民族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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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是他个人教学特色的明显体现。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

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

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

他认为语文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

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

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

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

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

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

同，表现也不尽同”。

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楚明了地向我们指明了语文教

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

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

有不近之处，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

而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之思想精

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出发来亲近、

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和途径方面强

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如何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

目的。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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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朱自清指出语文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那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其欣赏力和批判力。他说：

“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

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哪

些是该扬弃的，哪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

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

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

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

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

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

立场问题，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

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精神

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

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养成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

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情感。这样特殊的意

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

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

学生的欣赏力和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

印象。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之能力的角度看，朱自清的这

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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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实际上以此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

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对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

教育的紧密联系产生了深刻认识。从他的论述来看，他认

为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以最终实现

使学生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括地讲，“了解与欣赏”即

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

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

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

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

养学生欣赏和分析文学之能力的任务。由此可以窥见朱

自清语文教学理论的独特之处。

谈作文教学

作为一位杰出的语文教育家，朱自清非常关注学生的

作文教学，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

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

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

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

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写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他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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