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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亨颐 “纯正” 教育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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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亨颐是近代著名教育大家， 他秉持 “纯正” 教育思想观， 认为 “纯正的教育” 就是秉持 “教
育为根” 的教育、 注重学生人格涵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在浙江两级师范、 浙江第一师范和春晖中学、
浙江四中的教育实践中践行这一教育思想并获得丰硕成果。 笔者认为经亨颐教育思想观和实践探索对我国高

等教育有现实启示意义： 高等教育当行返璞归真之能事、 高等学校当执社会发展之牛耳、 高校教师当做学生

发展之灯塔、 高校学生当是主体意识之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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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知识分子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 苦苦探寻

着教育的本真， 践行着教育的初心。 在这个过程

中， 涌现出了像经亨颐先生始终秉持 “纯正的教

育” 思想的一代教育大家， 经亨颐所创造的浙一

师、 “春晖中学” 教育奇迹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的

一段佳话。 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越来越以质量为不

易旨归的发展进程中， 探析经亨颐 “纯正的教育”
思想和实践， 具有可资借鉴的研究价值。

一　 经亨颐其人

（一） 生平简介

经亨颐， １８７７ 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 （今绍

兴市上虞区） 三都乡驿亭村， １９３８ 年逝世于上海

广慈医院［１］。 纵观经亨颐先生的人生历程， 可将

其生平归为五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１８９４ 年及以前，
接受良好的乡村教育并不断成长； 第二个阶段是

１８９５ 年至 １９０２ 年， 宿伯父经元善 （近代思想家，
创办经正女学， 是最早举办女学者之一） 开始接

触外界社会， 接受维新变法思想， 并积累阅历和探

知社会的勇毅， 立志教育救国［２］； 第三个阶段是

１９０３ 年至 １９０９ 年， 先后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和东

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 第四个阶段是 １９１０ 年至

１９２６ 年， 从业教育； 第五个阶段是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８

年， 从业政治及艺术直至离世。
（二） 教育从业经历

经亨颐在 ６２ 年的人生历程中， 教育从业经历长

达 １７ 年， 占据了他整个人生的四分之一又多。 经亨

颐教育从业经历跨度之大、 内容之丰富、 成就之斐

然， 堪称近代教育家之典范。 其先后担任过浙江两

级师范学堂教务长 （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 浙江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省两级师范和省一师为杭

州师范大学前身）、 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私立春晖中

学校长、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总干事兼学生自治指导

委员长、 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 中山大学代

理校长等。 从其教育从业历程中， 可看出经亨颐教

育从业经历， 不仅集中于中等教育阶段的专科师范

教育和全科中学教育， 即其多年的师范学校校长和

中学校长从业经历， 亦积极投身于近代高等教育的

实践中， 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总干事兼学生自治指

导委员长和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从业经历。 除此以外，
经亨颐社会教育团体的从业经历， 也为其 “纯正的

教育” 思想的形成与深化，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二　 “纯正的教育” 思想主旨

什么是教育目的？ 学校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

人？ 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人的培养， 教育应该返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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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回归本源， 不忘初心。 教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

上就是为了教育而教育， 而不是为了其他而教育。
在经亨颐治教期间， 在教育目的上， 他以教育为信

仰， 始终秉持以陶冶学生健全人格为主旨； 在教育

内容和方法上， 他遵循教育本身固有的规律， 因材

施教、 因时制宜， 实施 “纯正的教育”， 把 “爱”
渗透于教育之中， 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 信任和关

爱， 把 “动” 渗透于教育之中， 丰富学生的课余

生活， 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 使得教育彰显学生主

体地位的涵养过程，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 能动

性和创造性， 高度关注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我

能力的提升、 自我价值的实现， 致力于促进每位学

生全面的人格发展［３］。
让学生成为人， 即在将人这个生物的个体转变

为能动的社会成员的过程中， 凸显教育的价值， 这

正是教育的根本所在。 作为举办者的校方、 治校者

和任教的师者， 首先必须把学生当作人和主体来

看， 同时要让学生在学校学做人做事做学问， 成为

人格发展的主体。 以树的成长为例， 在原始森林公

园中的树木， 往往能够长成参天大树、 栋梁之材，
其得益于自由成长之环境。 树自幼苗起， 便根据所

处土壤、 阳光、 温度、 湿度和风力之不同， 自行吸

收各类促进生长之养分， 自觉适应外界环境之变

化， 自由生长成高低粗细之树木， 而人在其中更多

的重在其生长环境之提供和改良， 从而十年树木，
木已成林为风景， 以成树之价值。 与此相对应的，
是身处人工植物园中的树木， 树自幼苗起， 便被园

艺工人精心呵护， 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施肥、 剪枝、
移栽， 但凡树的成长势头稍有逾越之处， 园艺工人

便毫不留情予以剪断苗头， 在反复多次的人为干预

之下， 一棵树最终长成了千树一面的样子， 从而十

年塑木， 木以成为盆景， 难为参天大树、 栋梁之

材。 由此可见， 前者是给树木提供 “纯正的环境”
或者说本来的环境， 让树木自由长成树木本该有的

样子， 然后再去肯定其存在、 实现其价值； 后者是

让树木严格按照人工标准来生长， 而不可有逾越之

处。 如果以树喻人的话， 前者就是 “纯正的教育”
思想指导下的树 （人） 的成长， 让人为自己的成

长成才负责， 后者就是 “非纯正的教育” 思想指

导下树 （人） 的成长。 因此， “纯正的教育” 思想

让我们发现教育的信仰之美， 教育的纯正之美， 尤

其是当我们周遭的教育越来越被功利所包围， 亦或

是本身就处在一个功利的氛围中， 把师生心底存在

但却已经长眠的东西唤醒， 哪怕是唤醒一点点， 这

已经足够意味深长了［４］１０５ － １０６。 “纯正的教育” 就是

要让学生按照其本来的样子， 在教育的过程中， 能

够更好地促进个人主体性的发展， 即个人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 这种个人， 是 “现实的个人” “有生命

力的个人”； 这种发展， 既是全面的， 又是自由

的。 其最终目的， 也就是要让 “人之为人” 而非

“人之为他人” ［４］１１０。

　 　 三　 经亨颐 “纯正的教育” 思想
的理论观点

　 　 （一） “纯正的教育” 就是以 “教育为根”
的教育

经亨颐所处的近代时代， 我国现代教育尚属起

步阶段， 仍然处于探索和建构时期。 针对当时教育

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经亨颐大感忧虑， 并反复

强调教育之重要性。 经亨颐批评当时之谈教育者，
将应社会趋势作为口头禅， 而不顾教育之本职与本

质。 经亨颐认为应社会趋势一语， 为应现在之趋势

而定将来之教育方针， 非应现在之趋势而改现在教

育之方法， 庶教育为社会之先导， 不随社会为浮沉

也［５］。 教育是长久为之方能显成就的事业， 不是

短时能够速成的。 教育为根， 社会为叶， 叶之败，
根之耻， 而叶之所以败， 乃是拔根之咎［６］１１４ － １１５。
经亨颐指出， 不能因为教育一时没有成效显现， 就

去怀疑究竟有没有 “教育的根”， 总想着拔 “教育

的根” 出来看一看， 久而久之， “社会的叶” 就自

然没有办法长好， 也就不可避免会败落的。 因此，
经亨颐特别强调尊重教育规律的重要性以及教育事

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是说， 无论是社

会、 团体、 机构和人， 都应该尊重教育的主体性，
让教育能够发展自身的主体性、 完善自身的主体

性， 将 “教育交给教育”， 让 “教育成为教育”。
所以，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正的教育” 就是以

“教育为根” 的教育。
（二） “纯正的教育” 就是注重学生人格塑造

的教育

人格教育学说最早源于德国， 并盛行于 １９ 世

纪的欧美诸国， 再借西学东渐的大潮， 由日本转道

传至中国。 西方的人格教育学说以郁根的新理想主

义哲学为基础， 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和理性活动， 力

图去矫正因为过度盲求物质文明而引起的现代教育

流弊， 代表人物有布德 （倡导主意主义的人格教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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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和林迪 （倡导主情主义的人格教育） ［７］。 倡导

主意主义人格教育的布德认为， 教育的真正目的在

于发展个性陶冶人格， 使人的精神生活得以充分发

展。 倡导主情主义人格教育的林迪认为， 真正能够

教导学生的是教师的人格， 教育的手段是教师或教

育者的人格， 教育的目的是养成学生人格， 教育的

效果就在于教师与学生的人格感化之中。
纵观经亨颐的教育从业经历， 其作为办学者，

在办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倡 “人格教

育”。 经亨颐将西方人格教育学说与中国国情以及

时代潮流相结合， 诠释出人格教育的时代新意。 经

亨颐认为， 社会是人与人结合组成的， 而动物是不

存在社会的， 动物只有群居生活， 所以人有格而动

物无格。 人格应该包括两方面性质， 即个性和社会

性， 社会发达的源泉是人格的实现， 所以只有当人

的个性和社会性都得以实现时， 社会才能够发达完

善。 在经亨颐看来， 东西方人格的差异， 体现在西

方的人格是以个性为主、 社会性为次； 东方的人格

则是以社会性和团结性为主， 个性为次。 所以， 在

我国向来重视团体精神而忽视个体的个性发展这一

教育大背景下， 人格教育应该是本国团体精神之继

承外加西方个人主义之吸收， 并随时代变化而不断

演进与深化， 如此方是人格教育之真谛。
（三） 经亨颐 “纯正的教育” 思想观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创时期的春晖中学， 因经亨

颐践行 “纯正的教育” 思想观， 吸引名师云集该

校， 故而赢得 “北有南开、 南有春晖” 的美誉，
并盛名于当时， 影响及当下［８］。 追求 “纯正的教

育”， 是经亨颐一生的教育理想， 他认为教育是纯

正的事业， 教育者是纯正的人， 纯正的教育就如同

清水一样能够融化社会中的种种弊病， 从而促进社

会的健康发展。 经亨颐认为， 纯正的教育就是要求

办教育遵循教育本身所固有的规律， 因材施教， 因

时制宜， 不偏不倚， 自然发展， 要充分肯定人的价

值、 尊严和全面发展［９］。
经亨颐的 “纯正的教育” 思想观， 可归结为

七个方面： 一是教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纯正。 二是

纯正教育如同清水一般， 是一种纯粹的事业， 不应

该受到不当外力的干扰和感染。 三是教育事业应该

是独立自主的事业， 办教育事业的教育者应当是具

高尚之品性、 拥主人翁之精神的哲人。 四是教育的

要诀应当体现在 “爱” 字上， 以学生为本位。 五

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是纯正教育的根本。 六是相

较于传统的静止教育、 铸型教育， 纯正的教育应该

是宜 “动” 即施行 “动态的教育”， 而不宜是

“静” 即施行 “静态的教育”。 七是纯正的教育就

是全面发展的教育， 只有学生的全面发展， 才能够

成就其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四　 经亨颐 “纯正的教育” 思想
的实践探索

　 　 经亨颐先生在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式训辞中， 强

调 “盖教育界之称， 实为非教育者之口头禅， 非故

意不言教育界， 余以为教育实无界。 师范毕业生可

视为一个与世无争之特别修养团， 对于教育， 指导

改良， 固当然之责任、 应尽之天职， 勿浅见自

囿。” ［５］２８１ － ２８２他自身并没有言教在先身教在后， 而是

如是言更是如是行， 将 “纯真的教育” 思想作了艰

苦而又卓越的探索， 并取得了丰硕的教育实践成果。
（一） 无我而为屈就成业： 执行浙江两级师范

教务和浙江第一师范校务

经亨颐在执行两级师范教务和主持浙江第一师

范 （近代初年， 由求是学院发展而来的浙江高等

学堂因不合学制停办， 浙江第一师范成了省内最有

影响的学府） 校务期间， 一直主张教育管理者和

从教者都需具有屈就无我的敬业精神。 他是率先垂

范者， 当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聘请其为教务长的时

候， 其还在日本留学尚未学业结束， 但依然无我的

回国做好学堂筹建和教务工作， 直到学校相关工作

走上正常轨道， 他才折返日本延续学业。 他为未来

的教师即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制订了 “勤、
慎、 诚、 恕” 的校训， 要求学生对待学习、 工作

做到勤奋、 勤劳、 勤俭； 说话做事要慎思、 慎言、
慎行； 对待国家、 事业要有赤诚之心； 与人相处要

做到诚信待人、 严己恕人； 四字校训中以 “诚”
最为重要， 因为 “诚” 字可以说是包括一切人格

之要件。 他不仅注意对学生的智力训练， 更把情感

陶冶和意志培养作为重点； 他把学校训育分为教师

本位之训育和学生本位之训育两种。
经亨颐还通过浙江一师校友会、 运动会、 远足

会和明远学社等组织的管理与运作， 来将纯正教育

理念潜移默化中渗入到学生的日常教育中， 从而激

发学生的主体人格意识、 发展并完善学生的人格，
促使当时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风气之先， 取得了

很好的教育效果。 正因为经亨颐秉承着 “纯正的

教育” 思想， 实施 “纯正的教育”， 并在这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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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指引下， 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学生人格， 进而

形成独立之学生人格， 从而以学生独立之人格引领

社会发展之大趋势， 才能够在伟大的教育实践中，
不忘教育的主旨， 为时代培养了杨贤江、 宣中华、
俞秀树、 汪寿华、 柔石、 陈建功、 丰子恺、 曹聚仁

和潘天寿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二） 与时俱进不拘一格： 创造春晖中学教育

奇迹并引领浙江四中革新

经亨颐作为当时春晖中学的主要创办者和首任

校长， 秉承 “纯正的教育” 理念， 认真制定并施行

“春晖中学计划书”， 是春晖中学在短短数年间开中

等教育风气之先、 创白马湖文化之兴的主要原因。
在治校春晖中学期间， 经亨颐提出改革学年制试行

学科制的教育主张， 认为学年制的弊病在于不顾学

生能力差异限定时间统一教材， 轻视青年的光阴，
他和全体教师一起试行学科制办法， 把学科分为必

修和选修， 学生完成必读书目外可任意选择其他科

目学习。 他广揽一批有真才实学并热心教育的学者

为师者， 包括夏丏尊、 杨贤江、 朱自清、 丰子恺、
刘熏宇、 朱光潜和刘叔琴等各个学科的名家， 同时

频频举办专题讲座 “五夜讲话” 等， 邀请蔡元培、
何香凝、 黄炎培、 舒新城和俞平伯等专家名流主讲。
他在课程设置方面主张全面发展， 自文学、 艺术、
科学、 数学以至体育、 运动无不注重， 德、 智、 体、
美、 群无所不包， 增设了西画、 音乐、 诗词和书法

等课程， 开展师生共学、 改变原来教育单方面注入

或以学生为主的自动教学法， 倡导师生主观接触、
要求教师住校比邻， 涵育学生志向高远、 强化改造

社会的责任感［５］１２ － １３。 在执掌浙江第四中学即今宁

波中学期间， 他把学制改为初中二年， 公共高中二

年， 分科高中二年， 规定初中所学各科均为必修课，
公共高中主要是必修课， 酌设选修课， 分科高中则

主要是选修课， 这一革新大大发展了学生的个性。

　 　 五　 经亨颐 “纯正的教育” 思想与
实践及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当代价值

　 　 （一） 高等教育当行返璞归真之能事

从学前教育到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

育， 我国现代教育经过百余年来的发展与演变， 已

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作为

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 理应返璞归真， 践行教育的

初心。 从经亨颐 “纯正的教育” 思想在上虞春晖

中学的实践可以看出， 教育从来都不应该仅仅是手

段， 而应该是目的， 教育事业是无功利的纯正的伟

大的人类事业。 当社会中的家庭将一个个牙牙学

语、 生动活泼的学生送来接受教育， 从学前教育开

始一直到高等教育， 理应还社会还家庭一个个生动

活泼、 个性鲜明的学生， 而不是教育走一遭， 全无

生机与活力， 只剩下一个个铸型的标准化的学生。
所以， 作为最高层次的高等教育， 在关注高等教育

工具理性的同时应该重视其价值理性。 理应行返璞

归真之能事， 将 “教育还给教育”， 让 “人之为

人”， 为社会、 为家庭培养更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人才，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 也是我国高

等教育改革和激发活力的本原。
（二） 高等学校当执社会发展之牛耳

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高等学校早已不再是象

牙塔， 闭门只读圣贤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高等学

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经亨颐认为， 注重学校与社会的结合， 就必须要处

理好学校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学校不仅要有形式上

之教育， 更要有精神上之教育［６］１１７ － １１８。 高等学校

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场域， 理应充分发挥自身

所承接的五大功能， 成为引领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人才集聚地。 因此， 作为教育最高层次的

高等学校， 必须要主动作为， 凸显自身的主体性，
也就是高等学校的专业和地域特色， 形成传承与创

新之一校风范， 进而影响所在区域乃至全国甚至全

世界。 唯有如此， 高等学校才能够坚守学校本性，
践行教育初心， 不沦为芸芸众校， 以至于千校一

面。 鉴于新时代赋予我国高等学校之责任， 需愈加

要重视承接和兑现社会责任， 当执社会发展之牛

耳， 以为校格、 以铸社格、 以铸国格。
（三） 高校教师当做学生发展之灯塔

作为教育者的教师， 无疑是高等学校的宝贵财

富和核心资源。 近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认

为， 一所大学之所在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 当

下， 大学的 “双一流” 建设、 普通本科院校的应

用型大学建设、 高等职业院校的优质校建设或

“特高” 建设， 都在抢抓高校教师、 重金挖取高校

教师， 尤其是优秀的高水平高校教师， 这进一步凸

显了高校教师的重要性。 那么， 高校教师作为教育

者， 应该为学生提供些什么呢？ 经亨颐认为， 学校

不能做贩卖知识的商店， 教师亦不能成为贩卖知识

之商店职员， 只行使束脩之权利和到校之义务。 所

以， 以经亨颐 “纯正的教育” 思想和实践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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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应该重视陶冶学生崇善求实向上的人格，
指导学生做好人行好事作好学问， 高校教师要做人

格教师， 而非仅仅只是职业教师， 高校教师要成就

事业， 而非仅仅是职业。 也就是说， 高校教师当做

学生发展之灯塔， 引导学生前行的方向， 照亮学生

前行的路， 而不是给学生规定一条标准整齐单一的

路且不允许有丰富的行走轨迹。
（四） 高校学生当是主体意识之真人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 高等教育作为学

校教育的最高层次， 更是以人才培养为己任。 如何

培养学生， 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一直是高等教育和

高等学校孜孜以求的问题。 纵观社会上的高校毕业

生， 有当教师、 医生、 护士、 村官、 公务员、 科研

人员、 企业人员、 农民、 工人等等， 但是在高校学

生从事上述职业之前， 高校学生首先应该被培养成

什么样的人呢？ 经亨颐认为， 当是人格健全之个

人， 即具备主体性的个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

人。 所以， 高校学生当是主体意识之真人， 唯有如

此， 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才能真正回归教育本真、
践行教育初衷、 以教育为目的， 而不是将高等教育

作为手段， 将高校学生作为标准工具和标准产品，
学生亦不仅仅是把接受高等教育作为谋生就业的手

段， 更有完善人格成就人生的主旨。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让二十一世纪的我国高

等教育迈上了新台阶、 迎来了新时代。 主体性是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核心和根本特征， 现代教育最重

要的特征就是高扬人的主体性［１０］。 所以， 借鉴经

亨颐 “纯正的教育” 思想与实践， 在新时代教育

方针指引下， 形成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 建设世界

一流的高等学校、 汇聚世界一流的高校教师、 培养

世界一流的高校学生， 是历史与时代的使命， 更是

每一个高等教育者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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