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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许崇清（１８８８—１９６９），别号志澄，广州人，１９０５年赴

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学习哲学和教育学，期间加入中国同

盟会。１９２３年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１９２０年在日本东京

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回国，与陈独秀共同主持广东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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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委员会，并出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１９２１年创办广州

市民大学。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１９２４年受孙中山指派，草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宣言》有关教育部分，同年参与发起向教会学校“收回

教育权”的运动。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６年分别任国立广东大学

与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２、１９４０至

１９４１年两度出任中山大学校长。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８年为中山

大学、江苏社会教育学院教授。１９５１年第三次出任中山

大学校长。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３年补选、当选广东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第三、四届

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省政协

副主席。民盟广东省委第四、五、六届主委。１９５２年８月

１５日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中央常委，民进第一

届广州市理事会主任理事、第二至第六届广州市委会主

委。主要论著收入《许崇清教育论文集》和《许崇清文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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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许崇清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

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他掌握日、英、法、德几国文字，在研

究各家各派的哲学中，逐步认识和走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的道路，成为他的世界观的基础。他对马克思、思格斯著

作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德文原著，领会得比较准确，造诣甚

深，他后来运用到教育学、教育哲学的研究中去，做到有所

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

关于教育的本质

许崇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的本

质是人自己的实践的活动所构成诸关系的总汇。教育

是一种社会现象（人对人的行为），教育是教人自己去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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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自己去从实践中教育自己，人就是他自己的实践的

活动的成果。他指出，人在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同

时，也改变自己的本性，这是人的发展的基本事实。如

果教育单纯传授知识技能，则是违离了人的本质的非教

育的做法。

许崇清认为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人类的感性是有目的和对象的活动，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

发挥其机能的。这种变革客观世界的活动，称为社会实践

或简称实践。人在变革现实的过程中，人类自己的本性也

随着实践的活动而变化，教育学的出发点就在于此。

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是历史的和发展着的，理论与实

践是本于实践而统一在实践里。教育是人实践的一个形

态，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实践的高度意识作为条件

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人类积极活动的成果。

许崇清还指出，教育起源于实践，教育是促进人类发

展的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教育如果忽视了对象的运动，

就远离了对象自身发展的根据，这样的教育及效果，只是

由于教育过程外在必然性的偶然性而产生，人类的教育是

依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教育学是在改造现实的实践过程中而增益其科学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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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指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教育也产生于

劳动过程之中，人们为着生活而生产出必需的生产手段和

间接的生产出他们的物质生活，这种永不停止的感性的活

动，劳动、生产、创造才是我们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学

的基础。

许崇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出实践是理论

与实践的统一的基础，而教育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过

程。人改变他的环境而人自身亦为他的环境所改变，这过

程是进行在人的实践中，也进行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

这是人的自己发展的过程。从而，他认为，教育活动就应

该是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的统一的运动，从前的旧教育

学都捉摸不着人的发展的物质的实践的基础。

在教育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方面，他主张教育绝对不

能与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相脱离。他认为欧洲的工业

革命曾推动新教育的发展，但欧美是社会先进化而改造教

育以适应社会，而中国则是社会不发达，应先改造教育以

助成社会的进化。他指出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不外乎教育

与产业的关系，今日教育的基础是在产业，他主张教育要

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结合，中国民族的命运才会生机

勃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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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年，他在《新教育思潮批判》中，曾针对当时教育

界的一种思潮：“以为教育者只要依教育原理去办教育，教

育超脱于政治影响之外，教育事业才得到发展”，他批封地

指出教育的根本原理包含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形式的原理

注重个人的活动方面，实质的原理注重国家的社会方面。

他主张教育不能与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相脱离。

许崇清在１９３４年对姜琦的《教育哲学》的论战中，指

出：姜琦对教育概念的理解，局限于赫尔巴特的陈套，以为

教育是一种技术，是个人对个人的有意行动。他认为现代

的教育学者已把教育概念扩大了，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

象，是社会发展的机能等等。同时他指出，不能把教育与

生产力和经济生活等概念混淆起来。他认为生产力是教

育一方面的成果，而不是教育的本身。

在教育实践方面，他真正认识到革命的社会的实践对

改造社会、教育人与改造人的伟大意义。１９２５年，许崇清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希望实践他的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为基础的教育理想，在广州参加了一系列革命青年讲习

班，担任的课程为《革命与教育》，他较早地提出了反帝反

封建的教育思想。当时，在左派青年的帮助下，他还展开

了工人群众的识字运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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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当时深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只

有超脱旧制度向前跃进，才有发展的可能。所以他当时拥

护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及发展实业的计划，主张

教育方针、教育内容与方法，都应与政治的革命的一般改

革相一致，才是确有实效的教育。在此时期，他负责起草

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教育部分，并发起收回

外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教育权的运动和禁止在学校内

传教的斗争。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导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崇

清认为他的教育理想只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才能够实现。

于是，他便转而致力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想在辩证唯物论

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一个新体系。他在研究教育的本

质的过程中，是我国开展批判杜威教育思想的先驱者。

许崇清教育方针

许崇清在１９２５年曾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一个《教

育方针草案》，认为中国过去的教育是阶级统治的教育，对

于科学技术的教育，在中国是从来所无的。他指出，现代

新教育的特征，不外是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的修习。日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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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实施产业政策，模仿欧美科学技术，产业和新

教育制度都发展较快。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其经济进步的

成绩，同为世界所惊异。

许崇清主张实施产业教育（科学技术教育），他从初中

开始，课程依地方生产事业的需要而逐步分化，半工半读，

人人成为具有常识兼备科学知识的生产者。他在１９２８年

写的《教育方针讨论》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在辛亥革命以

后，实施新的教育制度，才开始附加科学技术教育。但由

于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经济落后，科学技术落后，所以，

上述新教育措施未能彻底推行。他主张教育配合孙中山

提倡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发展实业的政治路教，发展科

学技术教育，实行学校社会化。

１９３０年，他在《农村学校改造的五个要则》中，还希望

通过农村学校的改造，去促进灰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

的道德化。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应求诸社会而不是求诸个人，教育

决不是发展个人潜伏的一切性质和能力，而是选择那些特

定的性质和能力，以促进他们的发展，其余则任诸自然或

加以抑制。１９４２年，他在《学园新辟告年青朋友们》中，鼓

励青年人要站在时代前头，披荆斩棘，做一个开路先锋；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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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旧文化的成果，把它与获得的现代一切实际知识综合

起来，这些综合就是过去所未曾有的文化的一个新的阶

段。这是许崇清对青年们的期望与爱护。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

中，许崇清系统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畏”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任务，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任务的‘人

的全面发展’是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和人

剥削人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喊叫的‘全面’教

育，两者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并对斐斯塔罗齐提出的

“体力与智力的和谐发展”，蒲鲁东主张的“完整的、综合

的”教育以及巴枯宁喊叫的“全面教育”等进行了分析批

判。并指出，我国曾有些人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平均发

展”，这也是不对的。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学说，许崇清认为消灭体力劳

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实现体力与脑力发展的统一，是人

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手段和基本原理。这个原理是学校与

政治结合，学校与生活结合，教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乃至理论与实践结合等教学和教育的基本原则所由制定

的出发点。学校教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是贯彻执

行上述的基本原则来保证年青一代的脑力与体力的统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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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许崇清认为人的全面发

展的教育任务，是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和美育

的统一。根据列宁的观点，他主张学校工作应与社会主义

建设的现实任务联系起来。他还认为要从人的生理，心理

和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中来了解人的整个发展，全面发展

的人的教育，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此外，许崇清很不主张把因材施教列入教育方针中

去，认为个性形成是环境与教育的影响过程。

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

许崇清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与经济，主张革命的教

育必须去与教育的革命相结合，这是他后来提出的“人类

的教育是依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

展而发展”的教育观点的早期的表现。这是他关于改革教

育制度的一个指导思想。

许崇清在１９１７年写的《国民教育析义》中，认为国民

教育的意义，从制度上是指义务教育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

补习教育，师范教育而言；在内容上则指谋求政治上、经济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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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化上的国民的统一而对一般国民实施的养护、教授、

训练而言。他特别介绍普鲁士国民学校各科教学内容与

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小学教育，称著于世，

许崇清于早期对我国介绍德国国民教育情况，实富有希望

普及国民教育以富强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许崇清在１９２０年写的《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

之将来》中，详论了英、法、德、美、日诸国的学院与大学发

展的沿革，以及学位制的比较，并就欧、美的大学的异同和

综合大学与独立学院职能的区别进行了分析，最后，就我

国大学的建设与中等教育的配合提出了建议。他对高等

教育发展的趋势具有深刻的理解，他主张大学要有教学与

研究的双重任务，综合大学与独立学院办理上应有区别，

理科与工、农、医等科应有密切联系。

他在１９２０年写的《论第五届教育联合会改革师范教

育诸案》中，介绍了德、美、英、法的中等师范教育制度，并

就师范大学方面介绍了师范教育宗旨的变更，即一边培养

本科科学研究的实力，一边努力于教育活动的研究。最

后，他提出我国中师、高师改革的建议，主张高师四年制，

三年专授学术研究工作，一年则授以职业训练，中师则不

主张分甲、乙两级师范学校。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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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１９２５年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的《教育方针草

案》中，主张教育政策要与孙中山所定下的节制资本、平均

地权以及发展实业计划的政治路线相一致，教育的发达才

能预期，他提出以下十四点纲领，要求加以贯彻：

１．教育行政组织的改良及统一；

２．义务教育的励行及其教育费的国库补助；

３．中等学校的扩张及其设备、教学训练的改善；

４．产业教育组织的建设；

５．乡村教育的改造；

６．民众教育事业的扩张；

７．贫困儿童就学的补助；

８．优良教师的养成；

９．大学教育内容的充实；

１０．军事训练的实施；

１１．宗教与教育的分离；

１２．外国人经营学校的取缔；

１３．革除偏重书本的陋习，励行学校的社会化；

１４．打破学科课程的一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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