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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裴斯泰洛齐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及实践
口李介闫淳冰

摘 要：裴斯泰洛齐是19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也是一百多年来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教育

改革家。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教育的革新实验和教育理论探索。先后在诺伊霍夫、斯坦兹等地进行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验，形成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裴斯泰洛齐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与实践。对瑞士

乃至欧美的教育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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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利赫．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是19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

主义教育家．也是一百多年来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教

育改革家。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教育的革新实验

和教育理论探索．曾先后在诺伊霍夫、斯坦兹等地

进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验．形成了职业技

术教育的思想。裴斯泰洛齐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与

实践对瑞士乃至欧美的教育都有很大的影响。本文

就裴斯泰洛齐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的原

因、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三

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的背景

(一)工业革命对传统学校的变革提出了客观

要求

裴斯泰洛齐出生的18世纪中叶．正是资本主义

在西欧迅速发展、首次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1769年，

英国工匠瓦特发明的第一台蒸汽机获得专利。1780

年，供欧洲大陆使用的第一台瓦特蒸汽机制成。由

此．欧洲由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瑞士也被卷入

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中。但是。当时的瑞士乃至整个

欧洲．初等教育处于艰难草创的阶段，师资水平和

教学质量非常低劣．国家无暇顾及教育。除少量教

会学校及慈善人士开办的学校外．平民学校由村社

主办。尽管当时欧洲教育落后。但是，生产力的大变

革．使一些思想敏锐的教育家认识到发展职业技术

教育是时代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成员生存的

需要。裴斯泰洛齐看到了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需

要．他说：“人应当既能思想又能实干才行，诺伊霍

夫学校的目标就是要使学生掌握必需的技巧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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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更有效地生活”UH22。他相信：“贫苦而笨拙的农民

们倘能多学些管理农田的科学方法．就一定可以摆

脱堕落、道德不良、无能为力和普遍的绝望。职业教

育本质上既非最终目的．又不仅仅是保证较大经济

收入的手段．他是道德与社会更新的一种工具”Il瞄。

工业革命对欧洲学校的变革提出了客观要求．裴斯

泰洛齐顺应时代的要求．对职业技术教育进行积极

的探索。裴斯泰洛齐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提出的新

见解、新思想。都是和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仁：-)‘‘教育救民”思想的影响

裴斯泰洛齐所处的时代．正是他的祖国处在从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当时的瑞士．随着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城市工人和贫民受到沉重剥

削。也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使广大农民更陷于

贫困之中。裴斯泰洛齐早年生长在农村．后来在学

校又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对人民的这种境况深有

了解．并十分同情和强烈不满。同时．在18世纪西

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他认为。社会之所以腐败．

人民之所以贫困。乃是由于人民陷于愚昧无知，广

大群众未能受到合理的教育和正常的发展。他接受

了一些启蒙思想家这样的基本观点：知识和理性是

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有了知识．

就能认清自己的本性和使命，摆脱愚昧，走向真理．

从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好社会。教育具

有巨大的力量，人民群众如果受到合理的教育。成

为有健全理性的人．也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并推

进社会的改良和进步121290。裴斯泰洛齐受启蒙思想

的影响。深信教育的巨大作用，他说：“人只有通过

艺术．才能成其为人”13177。这里所说的艺术，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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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或教育艺术。通过教育完美地发展人的能力，

提高人民的素质．授予人民谋生的本领．培养每个

人树立自立、自养、自尊、自强的意识，就可以使人

成为人格得到发展的真正独立的人。在裴斯泰洛齐

看来．这种人“必然是一个有用的、受人尊敬的社会

成员”．他既将获得个人幸福，也有益于社会。因此。

教育具有对人的发展和社会改良之密切联系的双

重作用。裴斯泰洛齐的全部教育活动和理论贯穿着

“拯救农村”和“教育救民”的改良思想．并以毕生的

精力．无私地奉献于教育事业，为瑞士及世界教育

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瑞

士人民在他的墓碑上铭刻着这样的颂词：新庄平民

的救星，斯坦兹孤儿之父．布格多夫国民学校的创办

人．伊佛东的人类教育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二、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

裴斯泰洛齐所处的时代．欧洲学校教育内容与

学生生活实际相差太远．他对欧洲腐朽的旧教育制

度和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学校教育应以

现实生活为中心．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

说：“欧洲目前的教学系统已掉进错误的坑里⋯⋯

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有高度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全

民的自然文化基础却相当薄弱⋯⋯文字及书本之

毒已占尽了全部平民教育．危害太烈⋯⋯我坚信惟

一的方法就是放弃平民教育中那种肤浅、零碎及迷

惑面，丽承认生活(直觉)是知识的真正来源”H1340-341。

为将来儿童的生活考虑．裴斯泰洛齐认识到．他们

未来的出路不在农村．而是在手工工场．因为随着

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农民拥有的土地会越来越少．

广大贫苦人民不得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手工工场

或家里从事棉纺织业。因而．他认为在教儿童读书

计算的同时．教给他们一些手1二生产知识．在闲暇

时间从事小块农田耕种。从1774年开办新庄“贫儿

之家”开始．直至伊佛东学院的关闭．他先后在新

庄、斯坦兹、布格多夫和伊佛东等地进行职业技术

教育的探索．其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也得到了不断

的深化．刚开始的目的是使穷人摆脱贫困，增加经济

收入．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应为

以后的职业生活奠定基础，而且可以促进儿童智慧、

情感、道德的发展。裴斯泰洛齐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

主要体现在新庄和斯坦兹的教育实验中。

(一)新庄的教育实验(1774-1780年)

裴斯泰洛齐认为：“旧的教育是十分简单的。只

教人怎样耕作谋衣食就可以了。因为那时的人．无

需更多的本领。农民是在牛栏里、田地里、山林里、

禾场里操作时来获得自己的特别的教育的．要求究

竟不高。可是到了纺纱的时代，操作划一了，并且坐

着来谋生．要求就完全不同了。据我看来，如今在乡

间做这种活计的孩子和城市里的手艺人的教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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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一样的．否则，乡里的孩子学识不足，头脑不清，

不能精益求精。勤求进步，生产就要永远落后于城

市。再好的职业救济规划。也不能把他们拉出长期贫

困的泥淖”151167．基于“拯救农村”和“教育救民”的思

想．1768年．裴斯泰洛齐在苏黎世的比尔村购买了

约二十公顷土地。建立示范农场，取名诺伊霍夫(Neuhof)

新庄．最初他是想通过举办示范农场的方式。帮助农

民提高农耕技术以改善生活。但并未成功。1774年。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兴办了一所名叫“贫儿之家”的孤

儿院．实验贫儿I艺教育．1778年最多时人数达到

80人．这是一所较早的企图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教

育机构。在“贫儿之家”．职业技术教育实施的内容主

要是学习棉纺织技术．裴斯泰洛齐专门请熟练的织

布师傅来教孩子们学习纺织。学校附近设有干酪制

造厂．聘有技术的工人传授儿童制造干酪的手艺。学

校附近还有一小片土地．在休息时间或耕田的E1子。

裴氏就带孩子们到地里进行园艺劳动．生产日常生

活所必须的粮食、蔬菜。他不赞成搞大农业，因为他

预计孩子们日后不可能有农庄．而必须通过家庭手

工业或工场劳动来养活自己。所以。只在业余时间从

事农业劳动。裴氏教给孩子们小规模的种田知识，让

他们具有耕种和改良小块田地的能力。认识饲料作

物和粮食作物，学习种树、嫁接树木等。此外，还让孩

子们学习El常事务．熟悉家务。男孩子还要从事园

艺，女孩子要学习烹调、缝纫等。

裴斯泰洛齐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具体

描述了新庄教育实验的情景。他当时的主要设想是：

既要使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获得一定的经

济收益而实现生活自给．并学到一定的生产劳动技

能。同时又能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他认为这也是

帮助未能进学校接受教育的农村平民子弟提高劳

动能力、学会谋生本领、改善生活状况的最好途径。

裴斯泰洛齐的新庄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孩

子们刚到新庄时。营养不良，道德不良。迟钝笨拙，

但过了一段时问就变成了一批强壮、能干、欢快而

热诚的劳动者．不少人还掌握了一技之长。裴氏声

称：“见到生活在贫苦中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成长壮

大，脸上露出安详满意的神色。真是无法形容的高兴
啊”itH]16 1然而从总体看．新庄的教育实验以失败而告

终。原因是由于儿童的家长对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

式不理解。加之农作物连年欠收，“贫儿之家”日益难

以为继．1780年被迫停办。尽管新庄的教育实验未

获成功。但为他以后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斯坦兹的教育实验(1798-1799年)

1798年．瑞士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在法国

占领军的支持下建立了新政府。但瑞士中部山区农

民因抗拒执政当局强迫所有公民对新宪法效忠宣

誓而受到法国占领军的血腥镇压．一时留下许多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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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新政府便委派裴斯泰洛齐在斯坦兹组建一所孤

儿院。在裴斯泰洛齐的主持下．从1799年初．孤儿

院陆续收容了80多个5～15岁的儿童．面对这些穿

着破烂、身生疥疮、骨瘦如柴的儿童．以及极为困难

的办院条件。裴斯泰洛齐没有退缩．毅然开始了他

的第二次教育实验。经过新庄的实验．又经过18年

的埋头思索和创作．裴斯泰洛齐的理论准备更加充

分。这次教育实验涉及到学校教育家庭化、要素教

育、教育心理化、职业技术教育等内容。在职业技术

教育方面．裴斯泰洛齐让孩子们每天早晨i两／1,时(6

点至8点)、下午四个小时(4点至8点)学习功课，

其余时间参加一定的劳动。他经常带领学生到附近

的工场参观，学习手工生产知识。他说：“我试图使

学习与手工劳动相联系．学校与工场相联系．使它

们合二为一”1512m。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裴斯泰洛齐

在斯坦兹孤儿院的丁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因战争

原因．孤儿院的工作被迫中断。

在实施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由于孤儿院的工作

人员、生产资料和工具都严重缺乏，加之孤儿院存

在的时间很短．裴斯泰洛齐除曾组织儿童参加纺纱

外．未能充分实现他的设想．但他对职业技术教育

还是有贡献的。他在斯坦兹为贫苦孤儿设立的学校．

实际上就是职业学校的性质．因此．有人称之为“近

代工业学校的萌芽”13Pl。他在最后～部著作《天鹅之

歌》中，在“生活教育”这个标题下特意区别了相互

联系的两件事：一是人类基本才能的发展；一是这

种基本才能的实际运用。他认为．人类基本才能发

展的方法．在各个阶层和各种环境下都是原则上相

同的．是不变的：而发展实际能力的方法是无限多

样的．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基本才能的发

展为实际能力的训练提供基础：但实际能力的训练

必须适应社会多阶层生活的范围、需要、条件等等，

并采取不同的方法．这些思想对现代社会的职业技

术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

三、职业技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对欧美各

国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教育史学家孔佩

雷说：“整个欧洲无论南北，没有一个地方不受裴斯

泰洛齐的影响”16127。裴斯泰洛齐关于职业技术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反映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代

对教育的新要求．他看到了在普通教育中实施职业

技术教育对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改造具有重要意

义。但受时代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当时的瑞士尚无

发达的大工业这一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现实基础．

因而．裴斯泰洛齐的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还

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他的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

与实践对世界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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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瑞士的另一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弟子费林别

格(Phillip Von Fellenberg。1771一1844)产生了很大

影响。他以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笃德》为蓝

本，于1805年在霍夫威尔(Hofwyl)创办了一所实

科教育和职业教育学校．有人称此校为“历史上第

一所农业及机械学院．包含着我们所有农业教育思

想的萌芽”171546。在这所学校里．除开设常规的学校

课程外，重点放在裁缝、印刷、制鞋等类技艺课程

上。费林别格比裴斯泰洛齐更具体地发展了职业技

术教育的方法，他前后办学达38年。霍夫威尔像伊

佛东那样为人称颂．引来了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和优

秀学生．它为欧洲普及工农业教育的运动提供了模

式。其次，对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也有

很大的影响。1818年．办学已颇有成就的欧文到欧

洲参观学习．他在瑞士参观了为平民子弟开设的三

所享有盛誉的学校．与裴斯泰洛齐及费林别格见面

并交谈。欧文与费林别格极为投缘．见面后有相见恨

晚之感。欧文称赞费林别格创办的学校“比我在英国

或大陆曾经见到的任何学校都要先进两三步”181287。

欧文一生进行了长期的社会改革及教育改革实验．

对当代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欧文职业技术教育的

经验，使马克思受到了启发。马克思说：“正如我们在

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

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

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

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

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191530。总之．裴斯泰洛齐的

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与实践又,-j-现代教育有一定的借

鉴价值．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并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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