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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阐释和教育学的解读
———著名教育学家胡德海先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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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在长期教育学原理的教学和研究中，胡德海先生对教育和教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 题 作 了 独 特 而 系 统 的

思考，建构了完整的宏观教育学体系。他认为，作为教育理论形式的教育学这个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学

原理要对教育和教育学的整体面貌作 出 描 述、阐 释 与 解 读，而 文 化 则 是 构 建 教 育 学 体 系、看 清 教 育 全 貌 的 一 个 重 要

“密码”。教育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化，而且要研究人的问题，要研究人之为人的本质、人性、人情、人心。因为这对

人类教育的认识来说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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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海先生是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教育学原理、中国传统
文化、人生哲学、教育史学等学术领域造诣精深，影响深广，代表性学术著作有 《教育学原理》《教育理
念的沉思与言说》《人生与教师修养》《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等，代表性研究成果也收入近期出版的
《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一书中。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教育学原理》经先生精心修订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是为该书第三版。笔者在反复研读该著及亲炙先生的学术思想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先生的学问魅
力和思想价值。借此 《教育学原理》修订再版之际，笔者就教育学有关理论问题专门向先生请益。以下是
笔者整理的访谈内容。

一、《教育学原理》是对教育和

教育学整体面貌的系统阐释与解读

张永祥 （以下简称 “张”）：胡先生，很高兴看
到您的 《教育学原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第三
版。我们知道，您的 《教育学原理》最初是甘肃教
育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出版的，第一版至今已

１６年了。１０多年来，此书先后印刷６次。期间，

于２００６年９月修订出版第二版；２００８年６月，还
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之需，出版了一本 “简缩本”。

如今，您又精心修订出版了第三版。可以说，这本
书从最初的酝酿、构思、写作到形成今天的这个面
貌，已３０多年过去了。在一本书上花费如此多的

时间，下这么大的工夫，这在今天的学术界已是十
分罕见的了。我想问您的是，是什么让您如此执
着，精益求精？

胡德海 （以下简称 “胡”）： 《教育学原理》从

思考、面世 到 现 在 已 经３０多 年 过 去 了。应 该 说，
我主要的心血和精力就凝聚在这本书上。我为什么

要集中精力来做这件事呢？概括地说，既为我所认

为和面临的不堪的教育理论现实所迫使，也为我固

有的好作深思的习性所致。总之，是要在教育学这

个学术领域留下一点我曾为之作过所思所想的思想

痕迹，以 表 我 应 尽 的 一 份 责 任 和 心 力。从 上 世 纪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 代 初 起，我 给 学 生 开 过 很 多 门 课，
如教育学、比较教育、教育经济学等，但我自己感

觉到，我的主要的兴趣还是在教育学原理，我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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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偏好从宏观上、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

以，以后我给研究生们主要开了这门课。这里，我

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教育学原理这门课的由来和发

展历程。当时这门课还不叫教育学原理，而叫教育

基本理论。这个名称和提法来自北师大，其实是从

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而来的。我们知道，凯洛夫的教

育学由 四 部 分 组 成，即 教 育 总 论、教 学 论、教 育

论、学校管理与领导。“文革”结束以后，高师院

校教育系恢复招生，给学生开设哪些课程就成了一

个问题，于是北师大教育系一些曾讲授教育学这门

课的教师将 凯 洛 夫 教 育 学 的 这 四 个 部 分 分 为 四 门

课，由不同的人来分别讲授。“教育基本理论”就

是从其中的教育总论而来的，“教学论”也是从那

个时候才开始的。从此很多高校纷纷效仿。当时，
我给学生讲授的课程名称就叫教育学原理，而不叫

教育基本理论。
张：教育学原理和教育基本理论二者之间有什

么区别呢？
胡：我认为，教育学原理和教育基本理论的主

要区别就在 于 不 仅 可 以 将 教 育 学 原 理 看 作 一 门 学

科，可以将一些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统帅起来，而且

可以把教育学视为一个独立的科学体系，用以讲清

其中的教 育 理 论 问 题，使 之 具 有 学 科 体 系 的 完 整

性、系统性和理论性，而教育基本理论做不到这一

点，它所表述的充其量不过是人们对一些基本理论

问题所做的零散的专题研究的汇集罢了。教育学原

理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教育现象，并使之具

有一个完整的理论结构。我认为，这门课也不能叫

教育哲学，为什么呢？教育哲学这个名称是从美国

来的。起初，一些留学生从美国回来后，效仿美国

“教育哲学”的 提 法，从 哲 学 的 角 度 来 研 究 教 育。
其实，教育 哲 学 这 门 课 程 主 要 也 是 讲 教 育 基 本 理

论，但主要讲的是某些教育家、哲学家的某种教育

哲学观点。从教育学体系构建的角度而言，教育哲

学也没能把 教 育 学 作 为 一 个 完 整 体 系 予 以 系 统 说

明。教育学原理 实 际 上 有 如 教 育 理 论 领 域 的 “哲

学”。如果给学生既开教育学原理，又开教育哲学，
那么这两门课二者各自都讲些什么呢？因此，我认

为，最好还是把它称之为 “教育学原理”。
总而言之，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或８０年代初开

始，我给研究生上课，课程名称就叫教育学原理。
开设教育学原理这门课，意在让学生读了这本书或

者上了这门课，能够真正进入到教育学这一学术领

域，对教育学的整体概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好

比进入大观园一样，首先必须要对其总体情况有所

了解。所以我也把这门课叫做入门课，称之为学习

教育学的 “导游图”。
在我看来，当代教育学是由众多知识门类、众

多教育学 科 组 成 的，它 们 共 同 构 成 一 个 体 系 或 系

统。人类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知识，分门别类，内

容十分丰富。这么多的知识系统不可能由一本教育

学书籍囊括它，而这个体系或系统必须由一门学问

来从整体上予以认识和把握。这个任务，凯洛夫的

教育学是无法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它根本就没有意

识到这个必要性。凯洛夫教育学其所包含的 “四大

块”体系是个科学层次极低的体系，以偏概全，概

念的内涵与外延不一致，逻辑混乱。要真正从理论

上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真正使教育学的学习者觉

得这门学问值得学习，就必须要下大功夫作番严肃

的理论上的思索。教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这门学问究竟应该给学生以什么样的理论认识？教

育学的整体情况是怎样的？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我

认为，必须要在教育学原理这门课程中加以说明。
基于这样的思考和认识，从那时起，我就在逐

年讲课的过程中，对一些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作了长

期、系统且深入的思考。而且，我所进行的科学研

究和在国内教育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紧紧围绕着

教育学原理这个中心，意在由点到面、形成系统。
在这个基础上，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教育学体

系。所有这些，归结起来，主要就是对什么是教育

学、什么是教育等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果就

主要体现在这本书中。
这种对什么是教育学和什么是教育等问题的宏

观思考，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所

以，教育学原理从根本上来说具有明显的 “哲学的

性格”，它 实 际 上 就 是 教 育 学 中 的 哲 学。在 这 里，
我想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作点说明。“哲学”一词，
本义是 “爱智慧”。所谓 “爱智慧”，通俗地说，就

是对接触的凡事要弄个明白，追索个事实的究竟。
也就是不愿糊里糊涂地活着，要活得清楚明白的意

思。苏格拉底说的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就

是这个意思。而要活得明白，弄清究竟，就必须用

自己的头脑去想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在

这里，要注意这个 “观”字。世界观就是 “观”世

界，人生观就是 “观”人生。怎么个 “观”法呢？

第一，要 用 自 己 的 眼 睛 去 “观”；第 二，所 “观”
的应是世界和人生的全景和全局，即对世界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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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个 “总 揽 全 局”、 “通 观 全 局”。总 之，哲 学 是

“观”全局的活动，其 最 重 要 的 特 征，一 是 独 立 思

考，二是思考根本问题、全局问题、宏观问题。教

育学原理的 哲 学 性 格 正 淋 漓 尽 致 地 表 现 在 这 个 方

面，它思考和求索的就是关于什么是教育学和什么

是教育等方面的根本问题、全局问题、宏观问题。
所以，要把教育学原理这门功课学好，对教育学和

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有个总体的根本的认识和把握，
客观地讲，是需要具有一定的哲学知识理论基础、
哲学思维习惯和功力的。而所谓哲学思维习惯和功

力，亦即人们所熟知的抽象思维的习惯和能力。

二、文化是启开教育学之门的 “密码”

张：我们看到，您在 《教育学原理》一书中围
绕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体系，教育的起源，人类教
育的存在和发展历程及趋势，人类社会的教育现
象、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与人、社会的关系
以及教育与自我教育等教育学基本理论问题构建了
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堂庑特大的教育学体
系。这个宏观的教育学体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看清
教育学的整体面貌。您是如何构建这个宏大体系的
呢？

胡：要构建教育学体系，不仅是有个良好愿望

的问题，而 且 必 须 首 先 思 考 从 何 着 手 的 问 题。其

中，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文化。文化这两个字，相

对于五六十年代人们只从政治的角度解释教育现象

而言真是个大大的进步。
文化的概念是１８７１年由英国人类学 家Ｅ．Ｂ．

泰勒在其名著 《原始文化：对神话、哲 学、宗 教、
艺术和风俗的发展的研究》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而

文化学则是由美国人类学家Ｌ．Ａ．怀特首倡。文

化学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传入我国以后，一直没有进

入我国学者的视野。按道理，苏联更应该较早接受

文化学，但苏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并不讲文化，
他们认为讲文化会冲淡阶级斗争，会冲淡政治。我

国也是这样，５０年 代 不 讲 文 化，只 讲 政 治，只 讲

阶级斗 争。多 年 来，我 们 的 教 育 学 只 是 政 策 教 育

学，教育学缺少文化这个概念，根本解释不清任何

问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教育问题，从头至

尾都是一笔糊涂账。甚至也可以说，就是用马克思

主义的相关观点来解释教育，很多问题依然解释不

清，而更多的是教条。
到８０年代，我看到有关文化 学 的 书 之 后，个

人认为，我的教育学原理的根子就找到了。教育学

体系可以文化学作为其理论支撑。从此，我对教育

学体系的构建就有了信心了，也可以说，有了自己

的世界观和哲学观了。
张：请您先谈谈对文化的认识。
胡：首先要把文化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文化在

世界上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产生于世界演变发展的

一个历史过程中，是客观世界演变发展的一个最灿

烂的成 果。那 么，世 界 是 什 么 呢？ 这 对 一 个 人 来

说，就涉及如上文所 说 如 何 “观”世 界 的 问 题 了。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当我看到大爆炸理论以后，我

就感到这对我科学地认识宇宙、世界非常有帮助。
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大约从１５０亿年前的大爆炸

开始。它告诉人们：宇宙是有始有终的。根据丹尼

斯的人类学观点，整个宇宙演化历程可以分为无生

命物质、生命物质和人类这三个阶段，在人类出现

之前，整个宇宙或自然界由三种物质组成，即物理

物质、化学物质、生命物质。而人类，根据物质进

化的规律，它也是一种物质形态，是由动物演变而

来的。人类是物质世界最高级的产物。随着人类出

现，文化和社会也就同时出现了。文化是伴随人类

的独特的创造物。从自然界到社会界，这个过程，
是宇宙世界演变的基本线索。厘清了这条线索，有

助于我们从根子上看清教育是什么的问题。
文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对文化 的 认 识，

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情。总的仍然应该这样说：
为了切实弄清文化，我们需要从大的视野入手，从

物质世界、人类、意识的相互关系及发展中考察文

化，才能把文化的演变过程展示出来。
如果说，人类及其以前的所有物质形态可以叫

做物质世界的第一自然的话，那么，由人在第一自

然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世界，就可以叫做物质世界的

第二自然。显然，第二自然的物质世界是人的意识

和物质相结合的产物，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所创造的

文化世界。文化是人类意识的创造，是对自然界改

造的产物。所以，从物质经由意识而到达意识与物

质相结合的世界乃是文化的世界，是作为人类的共

生现象而出现的。在动物时代，文化是不存在的。
人类的祖 先 古 猿 由 于 创 造 了 文 化，才 转 变 成 了 人

类。所以，文化一开始就是作为超自然的事物产生

的。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文化一直受人的肉体部

分的控制并为其服务。在这个时期，文化是属于人

的。因此，又可以说把它叫做属体文化。属体文化

本质是人的肉体的延伸。
张：您又是如何用文化来解释人类教育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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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胡：前面已经说到，文化是随人类的出现而产

生和出现的，它是人类独特的创造物。具体而言，
文化则是由人的心灵、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由人

的心灵即由人的脑力和体力创造出了自然界所没有

的东西，这便是文化，也便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营养。因此可以说，一切社会

现象都是文化现象。作为人的组成部分的属体文化

从属于人的肉体，但对后者具有极大的作用。人要

掌握文化，必须在后天中认真学习，于是一个人从

童年开始 就 得 进 行 学 习，正 规 的 学 校 教 育 就 得 近

２０年。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仍然要不断地再学习。
学习的作用就是掌握文化，以便丰富自己和从事各

种人类活动。文化延伸着人的肉体功能，改变着人

的动物本性，扩大着人的活动天地，拓展着自身的

疆域。一句话，文化装备着人，造就着人，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人。所以，属体文化的作用是不可逾

越和不容低估的。实际上，属体文化的发展还成为

人类发展的主要内容。自从古猿转变成人以后，其

肉体的变化越来越小，人类的发展主要是由文化的

发展组成。假若撇开文化的变迁不论，我们就找不

到人类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讲，人类发展史也就

是属体文化演变史。所以，从文化的视野来看，教

育不过是文化传递继承的一种手段。没有教育这个

基本手段，文化就不能延续。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必须要把文化传递下去，不传递，社会就无由存在

也无从发展；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把社会文

化继承下来。没有继承，人就不成其为人。文化在

人类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就存在着这种彼此依存、
不可或缺、息息相关的关系和机制。当然，人类文

化的传递继承也不只有教育一途，客观地说，还有

自我教育这样一条途径。这两条途径，同样不可或

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
张：这样看来，文化在您的教育学体系中像一

个 “密码”渗透其中。通过这个 “密码”，可以使
我们看清教育学的全貌和人类教育的基本事实。

胡：是这样的。自１９世 纪 以 来，文 化 成 为 人

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研究的经久不衰的热门课题。
中国学者从２０世纪初开始探讨文化问题，后来为

迫在眉睫的救亡问题所中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以来，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问题成

为举国关注的热点，也就在这个时候，基于文化学

的理念来研究教育学开始了。文化研究成为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

头。文化研究真正为人们认识教育现象提供了一种

崭新的视野。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成果的总称，是人的本质力

量的展现，是人的不同形态创造物的多元复合体。
人类不断地向前发展，形成由低级到高级的人类历

史，如只 从 生 理 上 观 察，人 类 就 没 有 什 么 发 展 可

言，人类的发展是由文化发展构成的。一部人类发

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文化的来源就是人类的

起源，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没

有人类的发展。这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文化是人

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的生命力主要是文化

生命力，而非动物生命力。文化伴随着人类的诞生

而诞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创造了

文化，反 过 来 文 化 又 作 用 于 人，造 就 了 人。没 有

人，文化既不存在也没有意义；没有文化，人也不

成其为人。文化和人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

人们很难截然地说哪一方是主、哪一方是从，哪一

方是本、哪一方是末，哪一方是纲、哪一 方 是 目，
而只能说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本末、互为目的与

手段、互为因果的关系。站在文化一端来说，文化

是人造成的，则文化便是目的便是果，而人就是创

造文化的手段与工具，便是因了；站在人的一端来

说，一切文化又是为人的需要服务的，则文化便成

为工具和手段，便是因了。总之，文化与人对于对

方是各自有其需要的，两者之间正基于这种彼此对

于对方的有所需求而统一起来、一致起来，以致于

使得人中有文化，文化又离不开人，人又离不开文

化，而人一旦具有了文化装备之后，又不会停留在

一点上，而必然会反过来创造文化、发展文化。人

既需要文化，又创造发展文化，文化既需要由人来

创造和发展，又需要由人来一代代传承下去，便使

得文化的创造与传承成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社会的

最本质的存在、最根本的内容。正是在这里，使人

们看到，对文化的研究，不仅是研究人类、社会的

关键与核心，也是研究教育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因

此，为了能从宏观上把握和认识教育，我们既需要

研究人类、社会，尤需要研究文化。只有把人研究

透了，把文化研究透了，把人性研究透了，人类才

会真正懂得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自己开创的历史，
也才能真正懂得有关宏观的教育理论问题。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纵观人类社会，除以人

的存在为 其 前 提 条 件 外，真 正 堪 称 与 社 会 相 始 终

的，只有文化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二事，而教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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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手段。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就在于：第一，人的生产和再生 产；第 二，
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 （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

产）；第三，教育在人和 文 化 之 间 所 起 的 文 化 传 递

和继承的作用。在我看来，此三者即为社会之永恒

范畴，就 是 说，会 在 社 会 上 永 远 存 在 的 只 有 此 三

者，其他的都不是。

三、教育研究必须要研究人的问题

张：正如您在 《教育学原理》 （第三版） “前
言”中指出的，研究宏观教育学，应当把研究的重
心放到人身上，更加注意研究人，研究人性，研究
人心，研究文化，发展人学和文化学；只有把人、
人性、人心和文化研究透了，建立起科学的人学和
文化学，然后才能建立起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也才
能懂得 “什么是教育”和 “什么是教育学”之类的
问题，才算得上入了教育学此类学问之门。请您也
谈谈教育研究为什么也必须要研究人的问题？

胡：教育研究必须要研究人的问题，这是我一

贯的看法。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问题是教育的根

本问题。研究人，研究人性，研究人心，研究人之

为人的本质，研究文化是研究教育的理论前提。关

于人和社会的关系，我最近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闵
家胤）：原子是物质的 最 小 单 位，物 质 的 全 部 秘 密

都潜藏在原子里面，只有到２０世纪把原子研究透

了，人类 才 真 正 懂 得 物 质。细 胞 是 生 物 的 最 小 单

位，生命的全部秘密都潜藏在生物细胞里面，只有

到２０世纪把细胞———特别是细胞染色体里 面 的 生

物遗传基因 （ＤＮＡ）研 究 透 了，人 类 才 真 正 懂 得

生命。同 理，人 是 社 会 的 最 小 单 位，是 社 会 的 原

子，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全部秘密都潜藏在人身

上。只有未来把人研究透了，把人性研究透了，把

人心研 究 透 了，把 文 化 研 究 透 了，并 且 用 人、人

性、人心和 人 心 生 产 出 来 的 文 化 来 解 释 社 会 和 历

史，人类才会真正懂得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自己开

创的历史。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离

开人，否定文化，不管出自多么善良的愿望，想构

建出多么美好的社会愿景，一旦见诸社会现实和付

诸社会实践，撞在人、人性和文化上，都会像肥皂

泡一样破灭，而被证明不过是理论的海市蜃楼。
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人的研究，对

人性的研究，都是很不够的。在我们国家，从上世

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内，
对人、人性、人情、人心的研究，甚至曾经是个任

何人都不敢触及 的 理 论 禁 区。人 们 谈 “人”色 变，
这就从根本上禁锢了教育学的发展和研究。只是到

中央提出 “以人为本”的口号后，这种情况才有所

改变。所以，对教育学的研究 来 说，对 人、人 性、
人情、人心的学理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张：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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