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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昆体良在古罗马奴隶制帝国初期提出的关于教育目的、教学原则方法、教师素质等方面的思想理论，不仅为文艺复

兴以来西方教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我们今天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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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 Marcus Fabius Quntilianus 约公元 35—
96 年) 是古罗马奴隶制帝国初期最负盛名、影响最

大的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和演说家。他在长达

20 年之久的雄辩术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集古希腊、
罗马教育经验之大成，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教育思

想，撰 写 了 西 方 最 早 的 教 育 专 著———《雄 辩 术 原

理》。英国 19 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穆勒在谈到昆体

良的著作时指出: “他的著作是整个文化领域中古

代思想的百科全书。”德国 16 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

家马丁·路德读了此书后也深受鼓舞，他曾在给友

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喜爱昆体良更甚于几乎所

有其他教育权威，因为他既是教师，也是模范的雄辩

家，即是说，他是以理论和实践的最巧妙的结合进行

教育的。”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不仅对文艺复兴

以来西方教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而且对我国当今的教育实践和研究也具有很好的借

鉴价值。
一、昆体良的主要教育思想与观点

( 一) 人才标准观

昆体良明确提出: 教育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是

培养善良而精于雄辩术的人———雄辩家。他认为，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雄辩家，必须具备三个不易达到

的条件: 一是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二是应具有渊

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 三是应具有朴素自然、简洁

优美、真切动人的演讲风格。对于雄辩家来说，才能

与德行是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在一定意义上德行

比才能更为重要。这是因为，雄辩术是一门高尚的

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正义和德行，指导人们趋

善避恶。
( 二) 早期教育观

昆体良明确指出，一个未来雄辩家的教育应从

摇篮时期开始。他告诫人们: “早期年龄阶段的光

阴不要浪费”，七岁以前学习的东西无论怎么少，但

有了这个基础，到了七岁就可以学些程度更深的东

西，否则到了七岁还只能从最简单的东西学起。他

提出: 早期教育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其内容主要是道

德教育和基础知识教育。因此，他主张早期教育应

当使儿童感到快乐，而不要使其负担过重，并提醒人

们:“最要紧的是要特别当心，不要让儿童在还不能

热爱学习的时候就厌恶学习，以至于在儿童时代过

去以后，还对初次尝过的苦艾心有余悸。”为此，他

要求父母和家庭教师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接受能力

而进行合理的教育，从而培养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和

兴趣，为学校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 三) 教学观

昆体良教育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他关于

教学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 教学组织形式。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普遍

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个别教学。与此不同，昆体

良提出了分班教学的设想。他主张把学生分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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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同一时间，由教师对全班组而不是对个别学生

进行教学。他认为，实行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不但教

师一次可以教许多学生、节省时间与精力，而且学生

也可以在与其他同学的共同学习和交往中接受良好

榜样的影响，从教师对别人的批评和表扬中得到警

示和鼓励，这些优越性是个别教学所无法比拟的。
2． 教学原则与方法。在教学的原则与方法上，

昆体良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反对体罚。在古代国家的

教育中，体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昆体良却主张废

除体罚。他认为，体罚是对儿童的凌辱，会使儿童心

情压抑、沮丧和消沉，对儿童的成长会产生非常消极

的后果。昆体良还提出了教学应当适度的原则。他

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在深入观察、了解学生的个

性及能力的基础上，节制自己的力量，发展学生的能

力，既要避免要求学生做力不能及的事又不可让学

生放弃力所能及的课业。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内容的

分量应当与学生的接受能力相适应，以防止学生的

负担过重。这个原则可视为近代教学量力性原则的

萌芽。为防止学生因学习负担过重而造成疲劳，昆

体良主张学习与休息相间，以使学生的精力得以恢

复，从而更愉快地进行学习。他认为，游戏是一种很

好的休息方式，在学习间隙可以让学生进行有节制

的游戏活动; 而防止学生疲劳的另一方法是更换课

业，使不同课程的学习交替进行。为此，他提出: 变

换课业本身就能恢复和重振精神。另外，他还强调: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授各种知识，

而且还在于养成独立的判断力、创造性以及其他各

种能力。
( 四) 教师素质观

昆体良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认为，要做好

教育、教学工作，要培养完美的雄辩家，教师是至关

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教师应当具有全面的素质。
1． 教师应当是才德俱优、即言即行的人，而一个

优秀的教师更应当首先是道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
2． 教师应当具有广博的知识，应当是“公认有

学问的人”。
3． 教师应当热爱学生，能够以父母般的感情对

待学生。他认为，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应当是“严

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放纵”。
4． 教师应当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意愿。

这要求教师首先要善于了解每个学生，其次要善于

因势利导，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运用智力，增

强学习的意愿和兴趣。
5． 教师应有能力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做到因

材施教，使每个人在他最有才能的方面得到应有的

发展。为此，教师应当经常、深入地观察学生的言

语、行为和活动。
6． 教师应当善于正确运用表扬和批评，他把这

看做是教育艺术之所在。
二、昆体良教育思想的现实启示

纵观前面所述的昆体良的诸多教育思想，在感

叹其见解的精辟、思想的深邃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昆体良对教育、教学问题的见解，更多的是一种经验

的具体陈述，缺乏严密的理论论证，体现了其理论不

完善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他，因为任何人

都无法摆脱历史条件的制约，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

行为实践，都会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重要的

是我们要从昆体良为世界教育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应该肯定，昆体良的许

多教育思想观点、教学理论对于现实的教育教学实

践、教育理论研究来说，还具有很突出的现实意义。
( 一) 德育是教育的灵魂

昆体良有一段至理名言: 如果不培养高尚的道

德，教师授予知识、培养能力的努力就“不是给战士

提供武器，而是给强盗提供武器。如果人们获得了

知识和能力，却用来教唆犯罪、压迫无辜、相互残害、
与真理为敌，倒不如生来聋哑，没有理智更好。”明

确地把道德的培养置于教育工作的优先地位，这是

昆体良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这种德育

观、人才标准观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来说，仍然是有

借鉴价值的。当代社会，受多元教育价值观念的影

响，人们在教育实践中模糊了人才标准、忽视了德育

价值，致使年轻一代成长中出现一些道德缺失、道德

扭曲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因为它是关系到

社会发展、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

基本的一点就是在各种类型、层次的人才培养中，都

要坚持培养人才具有良好的品德，在家庭、社会、学
校等不同的教育中，都要贯彻“德育为教育之灵魂”
的思想，这样最终才能促进学生成为真正的人才，进

而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 二) 适度性原则

昆体良在教学理论中提出了适度性原则，这与

我们现在教学中所倡导的量力性原则一脉相承，都

是为了防止学生的负担过重而失去学习的兴趣与积

极性，是教学活动基本规律的反映。虽然我们倡导

量力性原则，但是由于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在我国现

今的教学中仍然存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教学内容

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学习负担过重、考试压力过大

不仅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违背了教学规律，

严重阻碍着教学改革的进行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很

45



多学校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不考虑学生是否对

教学内容感兴趣，一心一意赶进度、完成教学任务，

从而造成“满堂灌”“课后练”的现象。在这种背景

之下，昆体良的“教学要适度、量力和防止学生负担

过重”的见解，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中确实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贯彻量力

教学的原则，防止学生负担过重，注意传授知识要符

合学生的接受能力，避免超前教育。同时，昆体良所

提出防止学生因课业负担过重而造成疲劳的一些方

式方法( 如: 游戏法，课程交替学习等) ，也是我们广

大教师可以在实践中效仿的。另外，昆体良一方面

强调博知博学对于优秀雄辩家培养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又强调教学过程中要向学生提出能激励其积极

思考的问题，鼓励学生独立地解决问题，培养各种独

立、创造的能力，这也为今天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

的方向。这就是说，教学所带给学生应是有利于他

们独立性、自主性、全面性、创造性发展的影响，而不

是让学生成为书本的奴隶、教师和家长的附属品。
( 三) 实施早期教育

昆体良主张对儿童实施早期教育，并强调在家

庭中进行早期教育对于未来人才培养的具有重要意

义。他指出: 在早期教育过程中，教育者 ( 父母、教

师和保姆) 素养、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育方法使用

等几方面因素对于儿童成长的影响很大。虽然现实

的社会中早期教育已经被人们接受，且在世界范围

内普遍发展，但我国的早期教育还只是初级阶段，早

期教育的科学化水平还有待提高。昆体良的早期教

育思想无疑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如: 他

反对早期教育中急于求成的做法，强调“早熟的才

能鲜有好结果者”，把早熟的儿童比作“未到收获季

节就变黄而结出干瘪穗子”。在如今的社会中，望

子成龙、盼女成凤的人并不少见，许多家长和教师在

浮躁的功利主义思想驱使下，忽视了人的成长规律，

主观盲目地进行对儿童进行超前教育，不仅不能促

进儿 童 的 发 展，反 而 还 会 阻 碍、损 害 儿 童 的 正 常

发展。
( 四) 提高教师素质

昆体良在那个时代对教师的素质方面所提出的

要求，对于今天的教师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如: 教

师应是“公认的有学问的人”，教师要“善于精细地

观察学生能力的差异，弄清每个学生的天性的特殊

倾向……这是教师的优秀品质之一”，“教师应当是

才德俱优的人……能够教育学生即言即行的人”以

及教师应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等等方面，都可以成

为我们衡量现代教师是否合格的最一般的标准，同

时也可作为每个未来的教师加强自身各方面修养的

标尺和方向。追寻前人的足迹，现代教师应该具有

终身学习的观念和能力，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知识

广博、精深而又不至于陈旧落后; 应该具有了解学

生、因材施教的能力，这样才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智

慧、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丰富学生的个性; 应该

具有良好的教师形象，这样才能以身作则，成为学生

的楷模; 应该具有正确的师生观念、热爱学生的感

情，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教育活动的

有效开展。总之，昆体良关于教师的思想观点对于

我们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师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等

等方面工作都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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