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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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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

是主张自由主义教育、人本主义教育和完全人格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

思想对我国后来的办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

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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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主张自

由主义教育、人本主义教育和完全人格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它只所以能够对中国教育

界、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因为它蕴涵了现代教育思想的精魂：教育的目的

就在于造就有“自由之意、独立人格”的民主社会的建设者，崇尚有尊严的多样

性、有理想的包容性和健康心态的批判性。这种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观，

构成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  

  蔡元培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西方现代文明对于自由、民

主、平等、人权的追求进行了完美的统一，并对中国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注

入了新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内涵，这对于古老的中华文明向现代形态的转化，有

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 也是他主张教育独立的理论根据。  

    一、提倡教育独立  

  1922 年蔡元培发表了《教育独立论》、《非宗教阅读运动》，阐述了他关

于教育独立的主张。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

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尽一份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

种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毫

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他认为教育不能受政党影响的原因是：“教

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 。

“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

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 。教育必须脱离

宗教的原因是：“教育是进步的” ，“教会是保守的” ，“教育是共同的” ，

“教会是差别的” 。他认为信仰是个人精神上的自由，不能受外界的干涉。所

以，他认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

引起无知识人盲从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 。实施教育独立的办法，他曾

提出从教育行政管理上，把全国分成若干大学区，每区设一中心大学，管理区内

各种学校及教育事宜，政府不得干涉学区工作。在每一大学区内，由教授组成教

育委员会主持学校工作。此外，在学校不得设神学科，不许传教士任教，凡以传

教为业的人，不能参与教育事业。  

  蔡元培关于教育脱离政治、脱离政党的主张，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但反映了他对军阀分子控制教育，希望按照教育规律办好教育事业的美好愿望；

教育脱离宗教的主张更含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革命意义。这是蔡元培为什

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摇篮和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的传播，也是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教育改革中能够作

出卓越贡献的关键所在。  

  二、提倡完全人格教育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为他决定我们用什么去培养

和怎样去培养。在这一问题上，蔡元培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造就具有完全

人格的人，即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完整的人格，而不是奴性的分裂的人格。

完全人格是他要培养的自由、民主平等社会新人的目标，蔡元培为实现对国民进

行完全人格教育，于 1912 年 4 月，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我见》，提出军国

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

所不可偏废”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也是他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

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

它适应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需要，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

革，以及世界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为了切实落实五育

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认为美育是自由的，

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

界的，它摆脱不了宗教的狭隘性。它与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人权等现代社

会的核心价值是存在冲突的。 

三、“尚自然” “展个性”的思想  

  蔡元培反对封建主义教育对学生个性的束缚。主张应该使学生个性得到自由

发展。1918 年蔡元培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发表了一

个著名的讲话《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他批评中国旧教育“是教育者预定一

目的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起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

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无然” ，他认为这种教育应

该改变的。新教育应该懂得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用适当的方法教育之，教育者

不要事先有个固定的办法，去约束受教育者，他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

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所以，蔡元培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教

学。他说：“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重要的是引

起学生读书的兴味，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

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教育不能违反自然、压抑、禁锢、束缚学生的个性。”  

  而传统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压抑了人的本性，无视人的个性特征。以牺牲

人性的自由发展为代价所换来的“尖子生”充其量不过是应试的能手、考试的机

器。随着年级的升高，厌学情绪也逐渐升高。教育非但没有促进人的发展，反而

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  

  历史上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始终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的发

展史，实质就是一部个性追求自我独立和发展的历史。人类自觉地意识到了每个

个体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一个特殊的存在而有别于其他同类，每个人都是一个特殊

的世界，人类要想充分地发展自身，必须首先发展每个个体的独特性，让个体在

社会中保持其独立性，给个体以自由，以便更多地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赋予

生命以尊严、意义、价值与厚重感，从而提高生命境界和生命质量。  

  四、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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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教育思想。他说“大学者，‘囊

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

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与功利论，

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

以为大也”1。“无论何等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

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2。正由于蔡元培的这种态度，北京

大学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堡垒，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的传播。关于大

学的办学方针，蔡元培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兼容并收。”重点在对待

古今中外学术的态度。他认为大学对古今中外的学术都应研究，所以很重视图书

馆的建设，认为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网络众家，重点在广收人才，并且能

恰当的任用，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只问学问才能，不问思想派别。因此，

北大教员里，既有提出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周

作人等，也有在政治上落后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陈介石、黄侃、陈汉章等，

还有未上过大学的梁漱滢，有洋博士和晚清进士，有德、英、法、美各国籍教师

等。兼容并收，重点是指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他认为学术自由是思想自由之通则，

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不可有专己守残之习。当时，在北大新旧学派共处一

校，各讲其学，形成新旧学派对峙、争鸣的形式。当然，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不是对新旧两派采取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而是借此打破长

期以来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与垄断，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达到开风气的作

用。  

  今天我们重温蔡元培先生那些蕴涵了现代教育思想的精魂的教育主张：教育

的目的就在于造就具有完全人格的民主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极力倡导教育必

须“尚自然、展个性”，崇尚有尊严的多样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

办学原则，崇尚有理想的包容性和健康心态的批判性，对于我们切实地推进素质

教育，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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