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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绅士”教育及其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兼评《教育漫话》主要思想

许蔚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南京 210044）

摘 要 洛克所著的《教育漫话》主要从德智体美三方面阐释如何培养“绅士”的问题，健康教育被认为是最基础的教

育，品德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以及知识技能教育是最实用有价值的教育，同时，教育的地位、教师的责任和家长的教育

都是影响“绅士”培养的主要因素。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特殊性，笔者认为应从“绅士”教育中受其启

发，立足于首先解决思想品德的问题，确立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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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s "Gentleman" Educ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Main idea of "Education"

XU Weip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Abstract Rock's "education rambles" mainly from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cs explains how to cultivate "gentleman",

health educ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bas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education and knowl-

edge education i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osition of the education, the tea-

cher and parent education are main factors of influence "gentleman" culture. Aiming at the main problems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t should be inspired by the "gentlema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rob-

lem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establishes the student's subjectiv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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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漫话》是 17世纪英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

撰写的一本教育名著，被认为是近现代英美文化的瑰宝，可以

说是近代英美教育史上的一本奠基性著作，其中的思想内容对

近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本有

着巨大影响力的著作，不仅在他的时代和民族、国家或地区有

着强大的感染力，而且也应是一本值得仔细推敲，值得世界各

国借鉴的经典之作，甚至是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容。

这本书的主题是谈如何培养一个“绅士”。这里所写的“绅

士”，“既不指贵族，也不是指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儿，恰恰相反，

他们所谓的‘绅士’，是指我们现在所谓的具有开拓精神的事业

家，或者说高素质的人才。”主要从健康教育、品德教育、知识和

技能教育三方面来谈“绅士”应该具备的素质。任何人才的培

养都脱离不了德、智、体三素质的发展，因此，洛克的论述具有

普遍性。但是，在论述的过程中，洛克能够以小见大，按三素质

之间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安排写作顺序，由浅入深，所以其深刻

性也是逐渐显现的。

1“绅士”教育的核心思想

1.1 健康教育：最基础的教育

洛克从衣、食、住、行等方面来阐释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和基

础性。他认为“我们要有自己的事业，要得到幸福，必须先有健

康的身体；而要功成名就，出人头地，更必须先有能够忍耐辛劳

的强健体魄”，①因为身体是一个人存在及其精神的基础，所以

应当把培养强健的体魄放在教育的第一位。洛克在书中所谈

到的孩子的健康问题，并不是说孩子在生病时就医的方法和措

施，而是说如何使原本健康的孩子更加健康，即怎样维护健康

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只要一条简短的规则就能说清楚：绅

士应该像诚笃而富足的农民那样，对待自己的子女。”②即对孩

子不能溺爱和娇惯。洛克对保暖问题、冷水锻炼、衣着、饮食、

睡眠诸方面进行的阐述可以归结为几条简单的原则：多呼吸新

鲜空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足够的运动量；饮食要清淡；不要喝

酒或其他烈性饮料；少用或不用药物；衣服不可以穿得过多或

包得过紧等。事实上，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核心的原则，即教

育孩子要尽量归于自然方式，尽早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附加

过多的外在调控手段。而在具体说明和阐释的背后也同样存

在着一则指导精神：造就强健体魄的有效途径是养成清教徒式

的俭朴生活习惯，以及注重自身身体的磨砺与锻炼，切忌娇生

惯养。

1.2 品德教育：最重要的教育

科教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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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应得到应该有的注意，保持强壮而有活力，以便能够

服从并执行精神的命令，在这样做了之后，其次的主要问题，就

是让精神保持正常，使它在一切场合都能体现出一个理性动物

的高贵卓越。”③

对品德教育这部分的论述占了整本书的 1/2 以上，说明了

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德育在洛克的思想中占根本地位，他所讲

的品德教育不仅仅指道德品质的培养，还包括一个人的精神品

质与自身人格的塑造，诸如兴趣与习惯的培养、礼仪与规矩的

训导、慷慨与公正的形成以及如何通过适当的外在手段使孩子

自觉展现出良好的德行，体现出伟大的价值。纠正已有错误和

改正已有缺点，或者保持其良好德行的过程比培养强健体魄更

需要吃苦耐劳的精神，因为“一切德性和价值的伟大原则和基

础在于：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能够不顾自己的爱好而

纯粹遵从理性认为是最好的指导，虽然欲望倾向于另一个方

向。”④其实，这是一种自制的品质，与人的未受引导的本性是截

然相反的，但是却是未来能力与幸福的真正基础，如果尽早在

孩子的精神之中，尽一切努力让其养成这种优良的品质或者习

惯，会使孩子受益一生。这种听从理性指导而克制自己欲望的

品行则是贯穿于下述各种美德的本质所在。

在洛克看来，德行、教养、智慧以及勇敢坚忍等诸多美德的

培养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品质。本书的主题是谈论培养“绅

士”的问题，德行被认为是一个绅士应具备的首要禀赋，是不可

缺少的，是指诚实正直和善良的品质，而这种品质是良好天性

与心智以及丰富经验的结晶，需要长时间、常实践、多观察才能

具备。

“教养”则是一个人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对什么人，应

当有什么样的举止与礼貌的品质体现。良好的教养是仅次于

美好德行的一种美德。而“不良教养在行为举止上有两种表

现：一种是忸怩羞怯，另一种是轻狂放肆；要避免这两种情况，

便应当恰如其分地遵守一条规则：既不要看不起自己，也不要

看不起别人。”⑤也就是说，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必须学会自

重和尊重他人。

1.3 知识和技能教育：最实用的教育

洛克把智育或者说是学问放到整本书的最后，有他的原

因。他认为智育是整个教育中最不重要的部分，不仅仅是因为

传统的智育教育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对一个人的一生几乎没有

用处，更因为真正的学问很大程度是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而获

得的，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另外，“对本质良好的人来说，学问

对于德行与智慧是大有帮助的，然而我们也得承认，对本质不

良的人来说，学问就只会促使他们变得更加愚蠢，或者变成更

坏的人。……学问当然得有，但应当放在第二位，只能作为辅

助更重要的品质之用。”⑥孩子应该在能够说话的时候就开始阅

读，在能熟练阅读时就学会写作和学习某种其它语种，再进行

人文和自然课程学习等，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阅读到写作到外

语学习一直到课程的学习，这些阶段间的逻辑性很强，程阶梯

式发展，由易入难，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前一阶段的学习对后

阶段的学习都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这部分，洛克强调了两点：一是知识的实用性，即所学

的知识一定要对现在和未来有用，有价值。也可以说成是一

定程度上的功利性，唯实用而学；二是教学方法与受教育者心

理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原则。要用各种方法去激发教育对象的

学习兴趣、对问题的好奇心和学习自觉性，使学习轻松化、简

单化，而贯穿始终的原则是：学习一定循序渐进。在强调学习

轻松化方面，他认为“学习本来是可以变成儿童的一种游戏和

娱乐的，因为我觉得，假如学习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光荣、荣耀、

快乐和舒心的事情，或者是一种做了其它事情之后得到的奖

励，假如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忽略了学习而受到过责骂和惩罚，

那么他们本来是会向往学习的。”⑦除此之外，教师的作用在整

个教育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但在本书的教育思想中体现地

并不是传统的“教师中心论”，而认为“教师的任务不在于把自

己所能知道的东西全都教给学生，而在于培养学生热爱知识

和尊重知识；在于当学生愿意时教会其正确的求知方法和正

确的自我改进方法”。⑧

2 影响绅士教育的主要因素

2.1 教育地位

洛克对教育的看法正如爱尔维修所说“即使最普通的孩

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教育始终是培养人

的手段，而好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所在。洛克始终

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思想品德教育的根本性及其对其他

教育的作用，他虽然也主张教育要遵循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

律，但是更注重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通过言传和身教，即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结合，使孩子获得后天努力的意识与能

力，从而取得自身的改变与发展。

2.2 教师责任

传统教育思想认为教育要以教师为中心，典型的“赫尔巴

特模式”认为的三个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

中，把教师的地位展现得十分清晰，实际上，书本与课堂都是教

师主体发挥中心作用的手段与环境，可见教师的责任在传统教

学模式中的重要性。与此不同的是，洛克虽同样认为教师的责

任重大，但并不主张教师中心，而是认为教师处于辅助性地位，

在受教育者愿意接受教育，并且教育方法要符合受教育者身心

特点的前提下方可实施教育手段。也就是说，洛克教育观点

中，主张学生中心，教师只是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方法引

导学生进入到情境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

2.3 家长教育

传统教育思想中，一般认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没有必

然的联系，但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理论的日益完善，家庭教

育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到一个可见的位置，特别是家长们的作用。

洛克在阐述健康教育、品德教育、知识和技能教育时，有一个因

素贯穿始终，那就是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和态度。他强调家长

绝对不能溺爱和骄惯子女，不能使子女养成任何坏的习惯。家

长平时对孩子说的话，做的事，都对孩子的思想产生了隐性影

响，孩子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并且即使

在犯错误的情况下，也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以至于以后

将坏的习惯变本加厉，成为误入歧途的隐性原因。

2.4 理性的重要性

洛克认为欲望要服从于理性指导，教育的一大功能就是使

受教育者能够自觉克制欲望，运用理性思维学习、生活。“理

性”一词一般与“成熟”联系紧密，很多人认为只有成熟的人才

有可能拥有理性思维，但实际上，被誉为“启蒙思想家”的洛克

认为教育同样也可以使儿童具有理性。

3 洛克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科教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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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概述

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中国人更是世界上最重视教

育的民族之一，特别在当代，为了能够让孩子接受到良好的高

等教育，家长们从启蒙教育开始到中等教育都不遗余力地付出

一切代价。但是，很多家长煞费苦心，很多老师呕心沥血，成效

却不大，结果似乎也不令人满意，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最

主要的还是思想的问题。思想观念不转变，教育方式不改变，

就不可能有效地达到教育目标。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把接受

高等教育当作追随时尚的一种标志，并不重视高等教育本身的

价值与接受高等教育的意义。素质教育虽然盛行，但是智育的

地位仍坚不可摧，智育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思想教育和人格

塑造仅仅成为表面的口号或形式而已。洛克认为，在儿童时期

就应该把思想品德教育置于根本，但是，在中国，从启蒙教育一

直到中等教育，都把智育摆在优先地位，思想品德教育只是一

个“附件”。因此，高等教育中思想教育的责任之重大可想而

知。原本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主要是进入到一个知识专业

性很强的阶段学习，思想问题应该在此之前解决，但是，现在由

于根基思想问题重重，使得高等思想教育负担很大。针对大学

生们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种种思想状况，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

方案，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道德

修养学习，辅导员和广大教师的言传身教，社会的宣传与监督，

家庭的配合与教育等来进行大学生思想教育，使当代大学生能

够展现出应有的精神面貌与专业品质。

3.2 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特殊性

在中国，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与中学思想教育存在着断裂

或冲突现象，以致于很多学生进入到大学后不适应大学生活，

甚至不懂学习与生活，仍把中学的学习理念搬到大学校园，但

是，环境变了，思想不能适应，会带来诸多问题。思想教育本身

具有普遍性，有公民思想教育、军人思想教育、工人思想教育等

等，但是，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大学生思想教育存在着特殊

性，其主要原因是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对象

通过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筛选后，拥有较高的文化知识、道德

修养，并且具有较为成熟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个体

和群体。他们在这个阶段已经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较为自我，

但同时更易受外界影响，思想易动摇。因此，这个群体具有很

强的可塑性与时代性，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既不能采用中学思想

教育中呆板的理论教育，也不能完全进行环境影响教育，要两

者结合，才能使效果最佳。洛克的教育思想中就讲述了“言传”

与“身教”的统一性，并且他在那个时代就提出儿童品德教育采

用这种方式，实在是有他的先进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

国，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其身份的独特性与成

长的环境同样使他们思想状况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3.3 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体性

在任何教育中，都要同时注重教与学的关系，正所谓“教学

相长”。当代大学生是思想教育的对象，显然也是教育的主体，

教师是主导，主要起引导作用。正如洛克认为，教师只应是辅

助性的，只是当受教育者在遇到问题或者犯错误的时候给予帮

助和教导。但是，这具有时效性与暂时性，我们的思想教育应

该是持久的、长远的。主要通过长时期的各种思想教育使受教

育者的思想具有外适性，发生内化，取得质的进步与发展。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英]约翰·洛克著,徐大建译.教育漫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1,3,27,158, 170-171,229.

（上接第 4 页）—优化发展期三个阶段，基本按照“发展—稳定

—内涵式发展”的思路推进，这一发展模式基本符合我国研究

生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但是，渐进方式也带来了一些

弊端。总体上说，学位授权政策的变革是一种主动行为，体现

了国家利益。在一定语境下，渐进的方式确是政策变迁的良

策。但在当今高等教育质量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高

校、省级政府、社会相关组织等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彰显各

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需求，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最终形

成政策变迁的合力，是未来政策变革的趋势。

3 对我国学位授权政策的反思

“公平”与“效益”是政策永恒的矛盾，在未来我国学位授

权政策的变革中，要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最根本是转

变政府角色和职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加

快实现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

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③在治理

的语境下，政府一方面要充分建立并发挥市场的评价和调节

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明确自身职责，维护公平。我国学位授权

审核工作一直是“外控”为主的模式，学位管理中高校自发的

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中介组织远未完全发育

成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遵循激进的政策演进逻辑，政府完

全从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退出显然是不可行的。因此，我国

学位授权制度变革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主要借助政府外力的

推动，强调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是为了使政府担负起更大

的责任而非置身事外。未来政府的在学位授权中主要职能应

包括：第一，建立规则。通过建立合理、公平、透明的竞争规则

来激发各利益主体的主动性，并通过制度建设维护竞争秩序。

第二，政府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鼓励高校更多地进行创新，

保证学位点的培养质量，同时引导高校与社会、市场建立联动

机制，发挥高校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动权。第三，政府要着力培

育中介组织，通过建立市场取向的中介组织发展机制，最终过

渡到由具有良好信誉的中介组织承担相应的学位点质量认证

和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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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58.

③ 袁贵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 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http://www.moe.gov.cn,

2015-12-12.

科教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