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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

希腊文化是欧洲文

化的摇蓝
,

欧洲之教育亦受惠于希腊
。

美国教育史家

克柏利 ( E
·

P c 仙山触心 y) 认为
,

希腊教育是奠定欧

洲教育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
,

且是最早竖立的支柱
.

希腊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

对于每个欧洲国家教育的

形成和发展
,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代表希腊文化精位的
、

希腊文化得以淋漓尽致

体现的两个城邦是斯巴达和雅典
,

而反映希腊文化

的希腊教育
,

也正好可以 由斯巴达教育和雅典教育

作为范例
、

代表
。

本文只对斯巴达教育进行一些初步

的探讨
、

分析
,

以就教于外国教育史研究同仁
。

一
、

斯巴达注重军事教育之原因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南部
,

是拉哥

尼亚的首府
。

在公元前 5 50 年以前
,

斯巴达是全希腊

最富庶
、

文明的城邦
,

斯巴达文化的繁荣
,

兴旺在这

一时期达到极盛
.

随着时事的推移
,

社会环境的变

迁
,

不但诗歌以歌项吟唱战争为主
,

而且教育也深深

打上了为战争服务的烙印
,

难怪一般人把斯巴达教

育与军事教育看作同义语
。

、

斯巴达居 民由三部分组成
:

(l ) 斯 巴达 人

(匀冲 r at )
.

他们属于多利安民族 ( oD
r达 ns )

,

是斯巴达

的正式公民
,

享有治理斯巴达城邦的权利 ; ( 2) 希洛

人 ( H e加 st )
.

他们是农业奴隶
,

是被征服的土著
;

(3 ) 皮里阿西人 (氏
r沁即 j)

。

他们是异邦人
,

或是被

斯巴达人俘获 的奴隶的后裔
.
他们属于平民

,

不能享

受公民的政治权利
,

但保有一些经济权力
,

可以从事

工商业活动
.

公元前 8 世纪
,

斯巴达人的总数约为

9
,

.0 00 户
,

他们并不参加农业和工商业劳动
,

却统治

着 2 5 万人以上的平民和奴隶
,

对奴隶和平民进行残

酷的剥削与压迫
.

因此经常引起奴隶与平民的反抗

与暴动
,

这使得斯巴达人经常处于高度的军事戒备

状态
,

不得不把自己训练成强而有力的
“

军人
” .

此

种社会状况决定了斯巴达的教育性质— 单纯的军

事教育
。

经济的发展为斯巴达实施军事教育提供了可能
。

希腊境内各城邦之间连年征战的局面大约在公元前

9 世纪得以缓和并最终平息
,

战争的结束使人们由此

得以安居乐业
。

斯巴达经过多年的征战
,

攫取了新的

领土
,

并把可耕种的土地分成若干份
,

每份由奴隶耕

种
。

经过奴隶的辛勤劳作
,

每份土地足能供养一个武

装的士兵及其家庭
。

这祥
,

斯巴达不仅解决了社会间

题
,

而且解决了军事间题
,

在旧的贵族统治的基础

上
,

实现了全民皆兵
。

菜克尔加斯 (切cu
r g us ) 的立法为斯巴达教育建

构了大体的框架
。

菜克尔加斯的立法精神不外乎以

下几方面
:

首先
,

他要人人成为城邦的
“
公

”
民

,

而

非独立的
“
私

”

人
,
只有集体的意志

,

没有个人的利

益
.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普鲁塔克 ( lP u

actr
h ) 曾说

:

“

菜克尔加斯训练人们不希望独自生活
,

也不能独自

生活
,

像蜜蜂一般
,

他们跟随在蜂王之后为公共利益

而献身
” 。

因此
,

任何足以发展个性
,

展露自己的生

活方式都应加以杜绝
.

他认为
,

家庭是滋生个人兴

趣
,

培植个人
“

欲望
” ,

造成财富不均
、

生活享乐淫荡

的温床
.

所以任何人一经出生
,

只要他身体强壮而被

收容
,

那么他已不是某家某人之子
,

他而是斯巴达之

子
。

他不属于任何个人
,

而是属于城邦
.

负责检查初

生要儿身体强弱者
,

不是父母亲
,

而是城邦官吏
。

子

女长大后宿于军营
,

而不是住于家庭
。

理想的斯巴达

人应以城邦为念
,

以集体之利益为出发点
。

个人没有

独自生活
、

行动的自由
,

服从命令
,

听从指挥乃斯巴

达人处事的荃本准则
。

对此
,

普鲁塔克也说
: “ ”

一
他们的教育就在于教导人民服从命令

,

忍受痛苦
,

习

于战斗和征服他人
.

其次
,

菜克尔加斯要求斯巴达人

个个晓勇善战
,

成为英勇的战士
.

光具备强壮的身体

还不够
. “

如果一个人仅仅善长于跑
、

跳
、

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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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块头 大
,

为歇足 … … l之琦 灵敏… … 英俊潇洒

……
,

但我仍然认为他没有什么 可资效法的
,

没什么

可子以赞场的
,

阶 !日也精熟于武器之使用
,

在战场上

坚忍 `
拔

` ’

斯 `愁 三人 {洗要
“

强
_

身
”

吏要
“

善战
”

移于

次
,

叔 七尔加斯要求斯 巴达 人时时保持沉默
,

处 处都

不要多嘴多舌
,

川 勺绝 付服从命令就 是池们的工积
`

};匕今卜
,

斯巴 亡池处 i斗J陆
,

为 i洋
,

11山艾̀ !令l
,

j云环绕
,

道

路崎岖 交通不 沁
,

llJ] 之还要在防 御异族入浸的 同

时
、 卜

了 j] 扩大自已的生 存空间
.

这些都要求斯 巴达 人

具有强 健的体魄和晓 勇善战的性格
。

山此可见
,

注重
`

八
了
事教 育亦 l}三全也工坚丁戈; 土竟佗赶然

。

二
、

斯巴达教育的组织实施

斯巴达是为造就军 人而城育孩子
,

因而斯色达

教育之组织实施都圃统培养军人这一 目的而展开
。 `

斯巴达 人认为对年青 、 代进行教育是国象职贵
,

强国必先强种
。

斯巴达 人生下的婴孩
,

.

要先置予可以

漫死屠弱者但却可增强健康者的酒里
。

婴孩 不包裹

任何衣物
,

以楠四脸能右由
一

运动
,

由国家长老监督负

贵
.

凡身体索质欠门:或畸形者
.

就被抛弃
。

检视合格

的儿童交父母代替国家抚养
,

至 7 岁为止
.

7 岁后
,

男

童被送人国家公育 机关
,

过半军营式的生活
,

接受严

格的体育锻炼
,

为进一步的军事训练作准 备
.

至 拐 岁

为止
。

在公育机构中
,

为了养成艰苦生活的习惯
,

儿

童一年 四李 只穿爪 衣一件
,

光头赤脚
,

饮食十分粗

劣
.

他们睡 在由自己从河旁拔来的草编织的草垫上
。

在公育机构中
,

同 年龄的儿童分成小队
,

,J洲汰长由勇

敢机带的儿童担任
。

队员得看小队长的眼色行事
,

服

从他的命令
。

小队的训绒委派给 一 个小队教导员

(曰 r o n ), 他是刚受过训练不久的 20 一加 岁的年青人
。

在教导员之上的是 国家长老
,

他有很大的权威
、

并随

身紧跟一批助手
.

其职附为 吧鞭打者
” .

当他们手执

教鞭鞭打学 童时
,

接受鞭打的学童还得丧现出优唯

的姿态
,

满不在乎的神情
,

以示自己勇敢坚强
。

学童

还受普通斯巴去成人的监督与教导
,

任何斯巴达公

民都可谴责与处罚儿童
.

, “

假如孩子告诉他父亲
,

他

曾经被别人父亲鞭打
.

这名孩子的父亲一听之后
.

如

果不再打孩子一顿
,

贝」是不名誉的
” 。

公育机构还对儿童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教

育
。

教富或来访的枕会人士对儿童进行政抬谈话
,

向

他们提出谁是最好的公民
.

锥是最坏的公民等呵题
,

要求学童作出敏捷
、

简明和正确的 回答
.

答错者以打

7 0

手作为处罚
。

国家长老从旁监视
,

但却默不作声
,

不

发表任何评说
,

假如教官太严厉或太仁慈
,

他会在事

后给予指点
、

批评
。

学 童 在这一 时期最重 要 的实际技能的训练 乃
“

愉窃
”

的训练
。

为了培养学意的机警性
,

队长要学
. 二

童到附沂宅院里去偷柴来和 食物
,

成功者受到表扬
.

如不幸被人抓住
,

则要 受到严厉的鞭打
。

鞭打的原因

不是周 为偷窃本身不道德而受罚
,

而是惩罚偷窃者

不谨慎
、

技术笨拙或行动迟缓
.

因此
.

学童在行窃时
,

最忌被人发现
, _

即使牺性生命
,

他们也尽力隐蔽与躲

藏
。

偷窃的伎解实质上是埋伏
、

奇袭
、

伪装
,

这些在

作战时必不可少一此外
,

摔跤
、

狩猎也是这一时期训

练学童的重要内容
。 :

摔跤重全身各部份的协调活动
,

还可训练机智
, _

控制情络
,

反应灵敏下狩猎也因可培

养坚忍的毅力
,

认识地鲤风情等而受到重视
。 厂-

t

青年 J孔岁时
,

参加士官栩 ( E p h 。比 )
,

接受正规

的军事训练
,

到 20 岁为止
、
人团前

,

青年们应主动

到阿尔特弥斯圣殷巨大祭坛 ( A心 m功
r
ht 动土去承受

鞭身的考验
,

唇时
,

忍受了最多鞭打又没有畏缩或碎

吉 的青年就要
一

受奖
,

把他 {泽稚为
“

神坛胜利者
”

( 八 } ’ :lr

— iV
“ ot r ), 并且将其名字永刻于神坛上

,

哀号

求免 音则被剥夺人团资格
。

士宵生被遗送到城邦的

不同地区
、

一

碘们住在深山毋岭
、

睡在莽原葵梦
,

自己

照顾 白己
,

无需长者监视
。

也没有队长指挥
,

以便垮

养他们的责子五感和独立求步的能力杭他们的军训郊
括定期对奴隶进行包围

、

捕杀
, 以培养他们的杀人嗜

好
,

并如深奴隶对奴隶主的恐饵心理
。 日

镶之
.

,

18 岁以

前所掌握的 训练技能或知识在这一时期碍到了实际

应用
。

一

斯 巴达重视女子教育
。

斯巴达
一

的女孩子眯了在

家咚饭外
·

其余时间则成群结队地到外过户外生括
。

她们参加体育竞技及音乐训练
,

娜跤
、 跑步

、
游诊是

识琳的丰要内多
、 同时份标枪

、
号摊铁饼也不可或缺

。

如此训练的结果
,

使斯 巴达妇女 粤看起来好象力可挡

牛
” ,

斯巴达女子教育放弃了女性的温柔
、 顺丛

、

度

弱的特征
,

她幻教导小孩大胆
、

.

勇敢
、

吃苦耐劳
,

斯

巴达人作战之英勇至少有一半决劳应归于母亲
卜, “

唯

斯
.

巴达妇女能支祝男儿
’

长 “ 维斯巴达妇人能生男

儿
” .

宁可为母捐那
,

也不舞苟且偷生
,

这是斯巴达

妇女对上战场的儿子之叮吩
、
重视女子教育的目的

是把女孩子培养成为强健的母亲
,

以生育强健的儿

童
;

培养成为善教的母亲
, 、
以造就晓勇巷戴的军士

、



三
、

斯巴达教育之评价

斯巴达教育既有其光彩照 人的一页
,

为当时及

后世学者所称道
; 也有其消极

、

槽粕的特质
,

为当时

及后世学者所不耻
。

斯 巴达把教育作为国家职贵的一部分而予 以 关

心
。

菜克尔加斯说
: “

教育是立法者最伟大及最高贵

的工作
” 。

因此
,

全体斯巴达人都竭力关心教育事业
.

城邦政府也有意的
、

直接的
、

系统的训练全体公民
,

这种上至城邦政府
、

下至老百姓都关心
、

筹划教育事

业的创举实属斯巴达对世界教育的伟大贡献
。

斯巴

达教育工作组织的严密性
、

实施的有序性也令人赞

叹
。

另外
,

斯巴达强调体痛训练
,

使斯巴达人个个成

为身钱斡健的军士
`

一

欧洲后来的二些教育措施溯源

于斯巴达
,

例如英国的 少住宿学校
”
要求学生过集体

生活厂公学教师教导学生勇敢与服从等等都是从斯

巴达教育中因袭而来一
’

·
一

’

当然
,

斯巴达教育是仪统治阶级的后代为施教

对象
,

教育之 日的在于镇压奴隶与平民的反抗
,

这就

决定了它存有不少局限性
:

首先
,

斯巴达 人忽视对文

学
、

艺术及哲学之研究
.

生活呆板
,

训练方法单调
,

致使
“

思想家艺术家枯竭
,

军 人大放异彩
.

人人生活

于恐俱中
,

拒绝自由
,

无异宣布道德破产
。 ”
此种文

化型态极不正常
。

其次
,

斯巴达教育只强调服从和纪

律
,

缺少应变
。

色诺芬 ( x en 叩ho
n ) 说

: “

守纪律和服

从的精神在斯巴达盛行
” ,

而青年人
“

沿街行进时
,

双

手插在衣袍里
,

默默前行
,

也不左顾右盼
,

只是一味

谦恭地盯着地面
” 。

这种压抑性的纪律致使斯巴达人

的言行举止呆板
,

不随和
.

另外斯巴达女子训练与男
子相同

,

都在追求刚抓 忍耐
、

服从
、

忠顺
、

勇敢等

品质
,

致使男性无法从异性那儿获得身心之满足或

慰藉
,

同性恋异常猖暇、
,

4
一 ~ ’

〔责任编辑 王慧敏〕

奎喊洲心仁里州水战嘛赞以价在伪夕俪望、 夕加里如夕如欠州卜欢`夕` 望如夕翻夕肠望加么欢仙夕如望加夕怀

书
犷

讯

《语 文 教 育 实 习 》 出 版 发 行

《语文教育实习 》 是为高等师范院汝中文系科师生偏写的第一部教育实习指导书
。

全书除绪论外
,

分实

习前的见习
、

1

实习的准备
、

一

进入实习学校
、

备课与试讲
、

教学实习
、

班主任实习
、

教育调查
、

实习小组的自

我管理
,

实习中的人际关系、 实习的总结等十章
,

紧密联系实际
,

对教育实习全过程既作理论的翎述
,

又给

予具体的方法指导
,

具有才挡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

一
_ 二

《语文教育实习 》 由南京师范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安徽师范大李
、

华南师范大学等十一所高师院校协作

编写
,

张中原主编
。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 t 年 2 月出版
,

今年 农月重印
。

”
考语文教宵实习 》 全书冲9 万字

,

大故开 2 3 5 页
,

贴塑封面
。

每册定价 2
,

“ 元
。

凡郁购本书者
,

按书价

么 65 元外加 勿%郑寄费汇款
,

寄到 00 2刁南京师范大学巾文系张中原
。

银行汇款
:

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并发服

务部 舫仇们` 08 1甜南京交通银行鼓楼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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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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