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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在中国教育学术史上有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尝试在近代心

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近代教

育理论的开拓者。

邬国义教授的《王国维早期讲义三种》是

王国维先生 1904〜 1906 年间在江苏师范学堂所

授《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三种讲义

的合刊，其中《心理学》《教授法》为新发现

的佚著。这三种讲义虽为译述性质的作品，但

它拓展了王国维的学术领域，为研究王国维早

期学术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也是对中国近代

早期教育思想的补充。

这三种讲义充分体现了王国维教育思想的基

础和源头，包含了王国维独到的教育学、心理学

方面的创见和方法，尤其是王国维先生关于“完

全之人物”的教育目的观，在《心理学》中找到

了理论基础，在《教育学》中找到了实施方法，

在《教授法》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进一步印证了

他教育思想的完整性、丰富性、实效性，对当代

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完全之人物”教育目的观启迪当代教育要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教育实践中，智育的发展

普遍得到学校、老师和家长的重视，但是，如何

平衡“德、智、体、美”这“四育”的发展，始

终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王国维的思考，对我

们深具启发意义。

一是体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王国维非常重

视体育，认为教育之方便（法）有三种：“增进

其身体之生活，必由卫生；坚固其道德的生活，

必由训练；长其知识，则由教授。”在三者之间

的关系上，强调相依相助；从三者的次序上，提出：

“卫生最早，训练次之，教授又次之。”我们知道，

体育运动首先是一种以人的身体为本体的活动，

王国维早期教育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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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讲就是强健人的体魄，同时也促进人的社

会化，令人产生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合作意识

和竞争意识，给予生命活力和激情。因此，强化

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已经成

为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是德育重于智育。王国维认为：“德情者，

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可缺者也。……若无德情，则

全失人之所以为人之价值，而不免责罚者也。”

我们常讲，要想做好事情，先学做人。教育应该

首先思考如何对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

三是美育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王国维对美育

的宗旨、途径、特点和中华美育的精神都进行过

精彩的阐释。他认为人对美丑的认知来自于人天

然具有的情感判断，这种情感判断名之曰“美情”，

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使人因崇高而感到快乐、帮助

人阻挡低级的趣味、预防人举止粗野和行罪恶之

事三个方面。时至今日，王国维的美育主张不仅

没有过时，反而越发被教育学界普遍重视，且被

赋予时代新的要求。在当下物质供应极大丰富、

精神问题日益凸显的社会，美育作为提高人的审

美能力的重要手段，其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重

要作用愈发显得不可替代。

教学训练中的“示例”观念启迪当代教育要

重视榜样的作用。王国维非常注重道德教育的方

法，“今举其第一手段，即使儿童领受善，以为

道德上之要件是也。善于一面示例”。也就是把

“示例”作为道德教育最好的方法。“示例”即

榜样。王国维提出，示范作用主要发生在家庭和

学校，示范者主要是家长、教师和学友，基于此，

家长和教师要保持教育的统一性。具体体现在：

第一，母亲的示范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

“示例之最早在家族，而母又其中心也”。第二，

强调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他认为“教师平日之

为人，所及于儿童之感化，比之教训、命令等，

其效甚大”。第三，同学朋友的示范作用，即“学

友之示例，亦有效也”。第四，强调家校合作统一，

认为“父母、教师之意志之坚固，及其行为之统一，

自足以感化儿童”。王国维的这些观点，在今天

看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二

教育心理学观启迪当代教育要关注教育与心理

学的有机结合。从教育对象来看，教育的对象是人，

而人有身心两个方面，故教育分为体育与心育两方

面。然而，“人类所以优于动物者，以其心意也。

则身体与心意，虽其为教育之目的，然不可不以心

意中之理性，为教育之主眼”。从教育目的来看，

教育要始终坚持使人身心协调发展的宗旨，所以，

“然常本于人心之上，故不可不加以心理学之研究。

此定教育之目的时，心理学所以不可缺也”。从教

育的方法来看，王国维提出：“至达之之方法，则

王国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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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身体之养护，知识技能之教授，及心性行为

之训练。而身体之养护，当据生理学之理法。教授

及训练，不可不据心理学之理法。”从教育过程来

看，“教育之理法，其大半当于心理学之理法求之。

故心理学之于教育，有极大之关系也”。

王国维的观点，为我

们认识教育与心理学的关系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

导。笔者认为，王国维之所

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与他当

时在师范学校任教的经历相

关。教育离不开心理学，身

为老师必须要学心理学。这

也就是师范院校开设心理学

课程的主要原因，也是招教

考试、教师资格证考试中，

心理学、教学方法与设计要

占据大量分数的主要依据。

三

教授法启迪当代教育

要注重教材选择的适切性。

王国维在讲授方法中非常

关注教材的选择。对此，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主

要观点：第一，教材的选择与教育目的相吻合：“一

面须适于陶冶儿童之诸能力，一面授以一般国民

所必要之实质的知识。”根据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教授的材料应当广泛采纳各种知识和技能。但是，

儿童修业有年限，儿童的能力不是无限的，于是

不得不根据各种知识、技能的价值，选择那些比

较有用的。

第二，教材的选择与儿童的发展相适宜。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国维认为：“欲使事物

有兴味，当使其事物适于儿童之心力，而分量

不多，及教授之方法得其宜。”然而，一花一

世界，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人人各有

其个性，故教育者也不可不注意此点，以养成

其所长，而补益其所短。”因此，教育者要注

重教授的方法，“教授之事项，其性质分量，

当 与 儿 童 身 心 之 发 达 相

应”。教材的内容也应该

随着儿童的发展逐渐增加

难度，适应儿童心理发展

的规律，由直观渐进为感

悟和思考。“而教材之有

修养之效，不在其分量之

多，而在儿童之能类化。

故教材不但当使教师能精

确教授之，且当使儿童有

十分反复练习之暇。”

其实，王国维的这一

观点就是“因材施教”“因

地制宜”的教学方法的直

接体现。

三是教材要统一。王

国维从知识的整体性出发，

提出教材的选择要统一，

“不然，则乱儿童之思想，

且因之而弱意志之能力。若教材统一，则各教

科能互相唤发，而儿童之知识亦成整然之一团

体”。同时，他提出教材要相互关联，在算术

的问题中，可用地理的里程、历史的年代等作

为内容；作文的问题，可采地理、历史的材料。

“如此相互联络，一面增运算、作文之兴味，

一面练习地理、历史及理科之知识，使更确实。

诸科相助，而教授之效乃见矣。”这些观点，

对我们当今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的教材选

择都有深刻启示。

（转载自《 中华读书报 》 2019 年 08 月 28 日）

王国维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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