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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2007 年 9 月，因工作缘由，随同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参训的学员前往江苏参观考察，造访位于

南通市的张謇故居，参观南通博物苑，从而对张

謇的教育思想具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张謇是

清末进士、状元以及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印象中其著名教育观点是“父实业，母教育”，其

中体现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南通博

物苑的创设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

超越学校教育的范畴，存在极为深刻和浓厚的社

会文化成分。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大教育

的初萌与尝试。

考察江苏之后，应教育部和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的组织安排，参加 2007 － 2009 年度日本政府文

部科学省教员研修生项目，前往东京学艺大学访

学。访学期间，日方大学国际课除设置日本语言

课程外，还设有参访、见学和体验等社会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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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南通博物苑牌匾前留影

程。比如，前往以酒类、制纸和丝绸为特色的博物馆等处参观，还在

东京学艺大学校园内和东京消防局参加地震与急救体验。可以这

样说，这既是日本对国际学生的课程安排，也是其社会文化的国际

宣传，同时体现出其学校教育与社会间的系统联系，以及其学力社

会理念和大教育系统模式。

应该说，东京学艺大学的教学组织和课程模式存在有别于中国

的独特处，即相比而言更致力于素质与能力育成。随着对日本社会

和教育观察的逐步深入，以及对其学力社会理念和大教育系统模式

的深入探究，于是开始认识与思考大教育的概念内涵，并分析其历

史过程，以致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情势下，进一步提出整合

社会教育系统和构建中国特色大教育系统的研究问题。

从教育的概念和理论层面来讲，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

学中教育最为基础的概念内涵，其中并没有指明教育这种社会活动中

的施教者、受教者、授受方式和地点等要素范畴，可见这是大教育的概

念涵义;教学是教师教、学生学的活动，这是教育学中教学最为基础的

概念内涵，其中同样也并没有指明教师和学生身份等要素范畴，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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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大教育的概念涵义。由上述教育学中教育和教学的基础概念

内涵可以知晓，教育学中所阐述的基础概念都存在大教育的涵义。

其实，教育的社会实践也完全证实了这种基础概念内涵的界定。

教育是与人类紧密相连、须臾不离的社会活动，本是社会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教育家杜威说: “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

将来生活的预备”; “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

的一种形式”; “教育有大小两种。小的一种是学校所提供的; 大的

一种，即具有最后影响力的教育，是各种实际生活条件所提供的，特

别是家庭和周围环境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教育是以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这也就表明，教育从概念和理论上来讲，并

非仅指学校教育，天然就是指大教育。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的本

质就是大教育，而非单纯指学校教育。

当然，学校教育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的发展状

况而言，还是主体组成部分。但随着时代和教育的发展，教育越来

越需要超越学校教育藩篱，并且需要进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从教

育发展的角度而言，就是要确立大教育系统模式。具体来讲，就是

要构建学校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并存的大教育系统。

从教育的历史角度来讲，人类初萌状态的教育本来就是大教

育，主要是传授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技巧与知识，比如用火、狩

猎、采集、种植、贮藏、表达和人伦等，既涵盖初萌状态的自然科学内

容，又包含原初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可见原始教育属于大教育范畴。

传统的中国教育其实就是大教育，虽然其存在某些局限性。古

代中国在提到教育时，多以文教并称，比如文教政策，可见教育与文

化存在孪生关系，并非仅仅指学校教育，而含有社会教化的意思。

古代中国教育中具有极为强烈的社会教化涵义，也就是教养教育或

养成教育的内涵。古代中国出现国学、乡学，庠序、辟雍，太学、国子

监以及书院等机构设置，就是这种大教育思维下出现的教育实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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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儒墨成为显学。其中儒学就是孔

孟等古典儒家思想，而墨学就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思想。前者强

调道德、伦常，轻视生产技艺; 后者注重科学技术，重视生产技艺。

从这个层面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存在较为完全意识上的大教育，但

还只是初始、萌芽状态的认识。但汉代以后，随着大一统思想的形

成，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墨学逐步走向末流，科学技术和生产技艺遭

受轻视，造成传统的中国教育出现诸多缺陷，这种大教育也随之出

现更多局限。

由于长期受到孔孟儒学的深刻影响，汉代以后教育更多关注人

文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出现空前冷漠态度，从而也就造成教育

概念内涵上的异化，即逐步窄化大教育内涵。但需要特别阐明的

是，传统的中国教育还没有脱离大教育范畴，只是内涵上存在特定

局限，比如出现独尊儒术的教育观念。长期窄化大教育的情势中还

出现各种异类，比如李贽、黄宗羲、颜元等，不乏提出超越时代的教

育认识:李贽“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抨击盲目推崇圣人之言的儒学

教条;黄宗羲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观点;颜元在樟南书院课程中

设文事、武备、经史和艺能等书斋，渗入崭新的教学内容。这些方面

都表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都已具有崭新的因素。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近代中国的学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校，

即并非传统学校概念内涵的延续，而是西方舶来的东西，这种舶来

品就是新式学堂，虽然存在古代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

虽然古代中国设有各类文教机构，但都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校。

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是近代特别是洋务时期以来所创立的新式学

堂。新式学堂的设置途径虽然表现各异，比如改书院、宗庙、祠堂为

学堂，以及时兴创设新式学堂，但都是培养新式人才，主要是渗入自

然科学内容，增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内容，比如外国语言文字、西方

近代法理和制度等内容，即“采西学”，但核心却是“中体西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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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还是存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深刻影响。新式学堂的创设标志中

国学校教育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即小教育的发展与完善阶段，其中

特别体现在教育内容的拓展方面。

由上可见，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来讲，教育活动存在由大教育到

小教育的发展与转化过程，而且还存在小教育由传统到近代的转

变，其中的内涵日益丰富与充实。但新式学堂也还存在诸多弊端，

以致现代仍广受影响，即大教育概念内涵与实践内容的缺失。因此

重新审视教育概念内涵就显得极为重要，即需要明晰大教育概念内

涵及其系谱，确立大教育思想意识与观念，构建大教育系统模式。

从国际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到近现代时期，特别是

西方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洗礼，东西方在科学技

术和生产技艺等方面的差距逐步扩大，社会、文化、经济、科技和教

育等各领域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发展变化。长期对科学技术的漠

视导致中国在科技发明和社会发现中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再加上

西方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从而演变成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悲剧，

比如火烧圆明园和南京大屠杀就是最为显著的时代佐证。但清末

以来的中国教育还是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即存在由传统教育向

近现代教育的转型过程，特别是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较为深刻的发

展变化，科学和技术的内容成为近现代学校教育中的重点内容，当

然其中存在逐步转变和深化的发展过程。

当然，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弊端，比如学校教育逐步

拉大与社会生活间的距离，人文和科技等知识的获取与社会实践的活

动间出现了严重脱节，教育逐步局限于学校这个场域范畴，可谓出现

“教育不出学校”，社会教育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即虽然学校教育系

统相对较为完善与发达，但社会教育系统却明显薄弱，特别是诸多

社会和文化机构并没有承担教育的职责，而只是担负社会管理和文

化服务的任务，这就明显弱化了社会教育的内容，反映到社会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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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国民素质育成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由此也就对教育的观

念、模式和机制等顶层设计提出了更为急迫的时代性要求。当然中

国并非没有社会教育机构设置，而是没有建立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社

会教育系统，并未创设学校教育系统与社会教育系统间的衔接机

制，所以亟需整合社会教育系统，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大教育系统。

近些年以来，中国教育走向综合改革新的发展时期，教育部以 1

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关于 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强调教育改革必须确立起系统思维、全局意识和全球视野，要“用普

遍联系观点设计改革，用统筹兼顾办法推进改革”，增强新时期教育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些都深刻反映出中央政府开始

关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顶层设计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 201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建立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

会广泛参与的格局，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目前，中国需要及时抓住时代需求与契机，针对当前教育改革

发展中所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吸收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借

鉴国外( 包括日本) 大教育系统的构建与运行经验，有效整合社会教

育系统，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教育系统构建，即形成学校和社会两大

教育系统，创设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机制，寻求教育改革发展新路径，

并由此进一步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国民素质整体提升，不断推进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创教育改革开放和社会系统发

展新局面，从而加速人才培养、国家富强和民族崛起的步伐。

严加红
201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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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日本大教育系统的构建与运行

日本教育发达经历了转型发展过程。明治以来其奉行“脱亚入

欧”政策与“和魂洋才”理念，教育事业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并步

入近代化变迁过程。在日本，1871 年设置文部省机构，负责掌管文

化教育事业; 1872 年仿行法国大学区制，制订近代学校制度。当然，

这种发展也与其奉行侵略扩张和东亚殖民侵略政策存在较为紧密

的关联。毕竟，通过采取这样一些手段，其不仅劫掠了东亚文化中

经籍典藏，而且还掠夺了东亚诸国巨额财富，当然包括采取抢掠与

赔款等方式，但却为其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充足资金保障和必要图

书仪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其近代学校系统成型，以及社会教育和

文化事业发展，为其现代教育发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文化基

础。因此可以说，明治以来的这段时期是日本文化、社会和教育走

向发达的重要阶段。

战后日本借朝鲜战争机遇迅速恢复了元气，社会经济也获得了

飞速发展，出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并跃

升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与此同时，其教育也迅速获得了发展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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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其实，可以从其大学升学率变化阐明这一点: 1950 年其大学升

学率为 6． 2%，1960 年上升至 10． 3%，1970 年上升至 23． 6%，1980

年更上升至 37． 4%。由此可见，其大学升学率在 1970 年就已达到

目前中国 21 世纪初期发展水平( 即 23%左右) ，而且 1960 年至 1970

年日本大学升学率提升超 13 个百分点，1970 年到 1980 年又提升近

14 个百分点，因此朝鲜战争以来的阶段是日本教育发展中的黄金

时期。

当代日本大学教育已进入普及即“全入”时代，教育理念也由学

历教育转化为学力社会，其教育发展及由此导致社会出现由注重学

历到看重学力的变化，从而也就突出反映出其教育由量变到质变的

发展过程，这也是其社会发展变化的显著体现。当然，日本教育出

现如此巨大的发展变化，确实也与其教育系统、教育行政模式和学

校管理等方面发展变化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体现出其教育发展对

文化社会的适应与促进，并构成不可分割的社会集合体，也就带来

其文化和社会等层面上的现代发展。确实，日本教育发展的经验做

法具有典型性意义。实际上，日本现代教育发展也是其文化和社会

发展的现实体现与反映，可以说日本发展本身也就是其文化和社会

所获取现代发展的典型例证。

第一节 日本学力社会的教育理念

战后日本借助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军事对抗，迅速摆脱战

败国阴影，并获取其政治和经济等各领域的跃进发展。集中表现

为:不仅获取天皇制度恢复、政治民主改革发展、地域自治局面形

成，以及社会制度完善，而且更跃升为世界重要经济体。随着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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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经济等方面全面发展进步，教育也获取系统性发展进步，特别

是更加关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以理工为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以

及提出“科学技术立国”口号。其目标就是通过不断提升教育和科

研能力水平，实现情报信息中心、科技研发与应用中心以及人才育

成中心( 简称“三大中心”) 的社会布局。从教育发展角度来讲，不仅

实现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目标，还将其高等教育升学率由战前

( 1940 年) 的 3． 7%推进到目前普及时代，更加关注人才能力育成和

社会教养，以及科学技术研究质量水平，从而实现由学历教育向学

力社会的转变。

实际上，日本教育理念实现由学历教育到学力社会的转变，经

历由现实层次到制度、文化层次上的发展过程，集中体现在:

其一，现实层次。战后日本教育和社会出现三方面的现实变

化:一是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关注点由规模扩张逐步向质

量提升方面转变，从而赋予以培养学生素质能力为主要目标的方向

性变化;二是随着社会各层面跃进式发展，逐步形成“三大中心”布

局，在人才育成和科学研究等事项上提出更高素质能力要求，这就

对其教育提出时代性挑战，从而必须确立起以素质能力为特征的教

育体系;三是在经济获取巨大发展以后，资金和产业在全球范围内

不断扩张，从而形成庞大的海外产业和资产，以及覆盖全球的资本

和产业布局，造成青壮年大多以派遣工名义前往世界各地经营日系

企业，这种现实也对其教育提出以提升人才素质能力为中心的目标

( 即方向性) 转移要求，关注教育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能力。由此从

现实层次而言，战后其社会各方面发展对其教育提出以素质能力提

升为方向的时代性要求，更为迫切要求实现由注重学历向注重素质

能力( 即学力) 的转变，从而促使其教育理念步入学力社会的发展

3



层次。

其二，制度层次。建成学力社会需要一系列制度配套，比如为

适应资本和产业进行海外扩张发展的实际需要，日本政府制订《派

遣法》，其中具体规定要有计划和组织性地派遣青壮年到海外各地

去经营日系产业和资本运营，并对海外派遣工提出素质能力等方面

的要求，这也就要求其教育提出适应性的人才育成计划，以进行有

目的的培养和育成; 日本型社会形成后，基本上就建成“三大中心”

布局，同时也形成具有其文化和社会特色的大系统，这就要对其教

育提出适应性要求，以育成符合其社会所需要的公民，这也需要从

制度上予以规制。因此，其社会中各类规制繁多，已形成规制型社

会状态，这也就对其社会各领域中的人才素质能力提出具体性规

定，从而为形成学力社会提供制度基础。就其教育自身而言，教育

制度日益完善，不仅存在教育组织自治制度，而且在人才育成和科

技研究等方面也都存在具体性规制，这为其教育形成以素质能力为

目标的取向提供了制度保障条件。另外，由于日本是资本主义社

会，私营组织及其体系发达，对各类人才需求均以素质能力为主要

标准，况且还对各层次人才提出社会福利和工薪待遇上的具体要

求，因而其社会和产业组织均以素质能力为用人招聘的基本标准，

而不是以学历、人情为标准。正是由于各类人才社会福利和工薪待

遇上存在各种规制，从而引导其社会组织和产业以素质能力为标准

来选择人才。比如，本科( 即大卒) 毕业和博士学位获得者到大学或

科研院所从事大学教学科研工作，而这又与其博士制度存在较为紧

密的关联，特别是对其本土生源的博士生存在比较严格的学术要

求，从而保证了其博士获得者的学术素质水平。因此其现代社会中

已形成以素质能力为主要标准的制度系统，这为其学力社会形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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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制度性基础环境，推进了其教育理念由学历教育过渡到学力社

会的发展层次。

其三，文化层次。在社会现实和制度规制双重作用的基础上，

日本逐步形成以素质能力为主要标准来招聘用人的社会文化。就

文化层次而言，主要存在诸多社会性保障。一是日本型社会的基本

现实。“三大中心”布局和服务性社会需求决定了其社会中人才的

育成特色，而服务性社会需求则大多采取借助外部资源的措施，比

如吸纳国际性劳力资源，像国际游学生和研修生，无论是平时学间

打工还是毕业后在其社会中就职，实质上大多都是填补低端产业和

社会服务性产业的劳力缺口。另外，还通过国际性招聘来解决服务

性行业劳力缺乏，比如在印尼招聘护工，以弥补老龄社会中社会福

利部门劳力缺口，而日本人大多在“三大中心”岗位就职，以及任职

于其他国内设立的科技型产业，这是其步入学力社会的现实基础。

二是日本型社会的制度保障。日本不仅在用人招聘中引入以素质

能力为导向的机制，而且还形成以素质能力为导向的社会行政机

制。比如，实行地域和部门逐级自治制度，这就淡化了政府部门的

行政职能，相应增强了服务性职能，从而形成了服务型的政府和行

政系统，这也促进其形成以素质能力为导向的社会文化。因此在社

会现实推动和制度规制保障的基础上，日本逐步形成了以素质能力

为导向的社会文化，这为其学力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层次上的保

障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制度和文化层次等方面，其教育理

念逐步由学历教育过渡到学力社会的发展层次。另外，学力社会还

存在诸多方面的机制保障。集中体现在: 一是建立起学校教育、社

会教育、文化体育部门和社会科技产业间的协同联系，发挥人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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