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研究：4 卷 11 期
ISSN: 2705-0874

137

中国教育哲学的百年发展史及审思

张欣玥

重庆三峡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重庆 404020

摘 要：中国教育哲学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并与杜威的来华访问密切相关。1949 年之前，中国的

教育哲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像西方借鉴到自我探索，逐渐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教育哲学，并提出了

“中国化”的观点。今后十到十五年，中国教育哲学将成为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并走向国际的黄金时

代。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提高哲学素养、哲学思维能力、深化教育哲学的课程和改

革，增强教育哲学的文化自信与世界教育哲学界的交流。总结中国教育哲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和基本

经验，为中国未来教育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启示。[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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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历代以来，发展了许多丰富的教育哲

学思想，然而教育哲学学科的发展却是 1919 年

杜威来华后才引进的。1919 年至今，中国教育

哲学已经走过了 100 多年，在这一百年发展过

程中，是在曲折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未来，

中国教育哲学将沿着以主题为中心，构建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

一、中国教育哲学的开端

中国早期的思想家在教育问题上，并没有

被特定的问题局限，反之将教育问题纳入了天

道、人性、伦理、政治等领域探究。陈元晖先

生认为，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有力代表作是《中

庸》，其开篇“天命、坦率、道义、道义”，

把教育的实质理解放在“天命”、“人性”、

“修道”的视野中，是一种极具哲理意义的教

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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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0 世纪以前，我们的教育哲学与其他国

家的教育哲学混淆，没能从中形成独立的学科。

中国教育哲学是 20 世纪的一门独立学科，体现

的是中国教育哲学与社会、教育发展的关系，

从“无”到“有”，“曲折反复”和“不断发

展”，在教育哲学教学、国际交流合作和社会

服务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二、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史

1919 年，杜威在中国发表了一篇演说，中

国的教育哲学思想就由此而来。1919年—2019
年，中国教育哲学历经了四个历史时期，分别

经历了第一个时期，从引进、借鉴到自我探索，

是我国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第二个时

期是一个断层期，第三个时期是恢复与重建的

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教育哲学发展时期，也是

教育哲学的第二次高潮。近百年来一直是中国

教育哲学研究的热点，中国教育哲学在未来的

发展中，必然会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哲学之路。[2]（P2)

1.中国教育哲学的初步建立期（1919 年—1949
年）

从时间上讲，“教育哲学”比“教育学”

晚输入 20 多年。19 世纪后期，由于西方文化的

影响，中国出现了几部零散的教学翻译作品，

这是中国学科化教学的开端。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教育哲学的开端始于

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对教育哲学领

域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

莫过于杜威讲述、常道直所著的《平民主义与

教育》。1921 年，杜威在北京师范大学为新成

立的教育学系的学生们进行教育哲学课程的授

课，在此背景下，很多高校将教育哲学作为主

要课程之一，20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教育思想便

源于其早期现代化的文化与教育。

2.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1949年—1979
年）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其发展的

曲折，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同样如此。在苏联教

育学思想的熏陶下，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

育学的哲学依据，不需要进行教育哲学的教学。

教育哲学是一门资产阶级的学科，而我国大学

也已废除了它，使其学科建设受到阻碍。

根本原因是中国当时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局

势，以及经济外交和教育上对苏联的“一边倒”

政策。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哲学的教学内容大多

是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理念，属于资产

阶级的范畴，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而苏联

教育学是以马列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自然“教

育哲学”在苏联教育学的诸多内容中是理所当

然存在的。[3](P3)

在此期间，杜威的教育哲学及其学生胡适、

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中国学者的教育理念遭到了

批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尽管教育哲学的发

展处于停滞阶段，但是对于教育哲学“合理的”、

“自主的”、“中国化的”的探索却从没有停

止过。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

对许多教育问题进行了根本性的探讨，这也是

当时处于指导地位的教育哲学。

3.中国教育哲学的恢复重建期（1979 年—1999
年）

1978 年，教育哲学的重构已迫在眉睫，教

育部修改了师范教育专业的教学大纲，将教育

哲学纳入了教学哲学的范畴。1979 年教育部召

开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建议重新修读

“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于 1980年启动了

教育哲学课程，并将其纳入了高校的教学大纲

之中。

黄济认为，该时期教育哲学课程之所以重

新设置，其理由是：第一，中国师范院校在过

去的三十年里，设置的课程范围过于狭窄，所

学的知识也相对较少，不能满足教育者所应具

备的对广泛知识需要。第二，中国自建国三十

年以来，其教育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遭受了巨大

的破坏。为此，要拨乱反正，澄清事实，就务

必要设置教育哲学学科。[4](P3)

1986 年，中国教育协会教育学分会“教育

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自此，中国教育哲学

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组织，并为今后数十

年的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提供了

学术平台。新组建的“国家教育哲学委员会”

在陆有铨先生的带领下，积极地开展了各项工

作，并在改革开放以后，促进了我国教育哲学

的发展。中国教育协会于 2020年正式批准了教

育哲学研究所为二级学科，为中国的教育哲学

学科建设与国际交流搭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

台。从总体上讲，80 年代以后，中国的教育哲

学学科建设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期（2000—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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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教育哲学的又一次高潮。教育哲

学作为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它承载着培养教

师理论能力的重大责任。2011 年，教育部颁布

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将教育哲学列

为教育类专业的主要教学内容。[5](P3)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哲学在三代教育家的

努力下，不断地发展壮大，许多大学的教育原

理学科都开设了教育哲学学科，专门培养了硕

士生和博士。全国教育哲学学术委员会是全国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组织，每年举行一次全

国性或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与会人员达四五百

人，吸引的学者包括香港、台湾、海外。新世

纪以来，我国对外交往不断深化，一方面及时

地将外国学者的重要作品翻译出来，另一方面，

“请进来”和“走出去”使我国与世界教育哲

学的交流和对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研究方面，教育哲学的内容和问题日趋

丰富，从一门概论式的学科开始向多个方向发

展。2000年-2019年，100多部教育哲学专著被

发布，比过去 20 年增加了 3倍，发表超过 1200
篇的文章，超过过去 20年的 5 倍。中国教育思

想在新世纪初确实步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

代。

三、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发展

中国的教育哲学在当今的发展过程中，正

如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教育哲学发展那样，面对

着千载难逢的机会和严峻的挑战。中国教育界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握这一难得的

历史契机，迎接各种严峻的挑战，继往开来、

贯通中西文化。[6](P28)

1.中国教育哲学要与世界同步，扩充视眼

2019年末，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不断蔓延，

对人类的经济、社会、教育等都构成了巨大的

挑战。这些问题也涉及到许多哲学问题，也就

是对教育问题的研究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分析、提出对应的解决策略。

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机遇是

社会建设、教育的变革和创新两个方面。当前，

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建设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新阶段。新时期，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

的矛盾。中国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越来越热烈，这不仅是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

求，也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

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加。[7](P2)

2.中国教育哲学要与世界接轨，融合中国元素

新时期，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再次面临着

重要契机，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其高度重视，

对其健康发展的迫切需求。习近平总书记表示：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风格，是一定时期的

产物，是一种成熟、一种力量、一种信心的表

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

中国教育哲学在科研队伍、政府投入等方

面均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在理论命题、观念

观念等方面均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

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

发展阶段、层次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对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教育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

分支，中国教育哲学的指导思想、学科体系、

学术建构等方面，必须要充分地彰显中国特色

和特点。”[8](P11)

四、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审思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人类的行为大致

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知，一种是实践，即

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是对世界的诠释，一种是对

世界的改造。刘庆昌认为教育哲学可以通过教

育思考、教育语言、逻辑分析等方式来体现。

总而言之，教育哲学即是对教学实践的反思，

也是对教育的理解。[9](P3)

1.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审思作用

通过对教育哲学的审思，我们可以从教育

的实际出发，审视各种教育现象，从而确定认

知的知识水平。通过对教学实践的思考，可以

从根本上解决教学实践中的基本问题，而这些

问题所产生的不是哲学知识以外的其他属性的

知识。哲学问题是要思考的，没有思考，就不

能获得深刻的理解和超越。

教育哲学不仅仅是对其进行思考，也是对

教育哲学问题的回答。审思是哲学思考的特点，

它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与习惯，即不盲目地遵循

已有的结果，也不以否定为目的。刘庆昌认为，

反省的首要任务是对特定的教育认知结果进行

质询，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说，教育哲学是通过对教学实践的思

考而产生的，通过对教育的认识进行反思，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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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教育的知识哲学中得到启发。我们所熟

知的教育分析哲学，其本质上也是关于教育的

元研究，尽管它所解释的是语言和逻辑，但其

本质上也是关于教育的元研究。这是因为，在

社会学科中，并没有完全脱离形式的问题，如

果分析教育哲学，脱离了内容，就会得出荒诞、

脱离实际的结论。

比如，人们对杜威的“民主”概念的理解

仅仅是对其“教育理念”的解读，这种“语言

分析”存在着一定的偏颇，甚至存在着误解。

反省和批判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认识的批判和

实践的批判不同。刘庆昌认为，深思和反思是

教育哲学中最主要的思考方法，教育哲学者是

具有创造思维的，而非单纯的“研究者”或“教

育者”。因此，教育哲学是教育学科的核心，

教育学科的知识体系就像一株参天大树，树根

就是教育哲学，树干就是教育科学，分支就是

教育。

2.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影响

教育哲学离不开政治，中国教育哲学反映

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我国

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是中国教育哲学与其它教育理念的不同之

处，也是其基本特征。[10](P2)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

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丰

富，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离不开

对其内涵的深刻理解，由此可说，中国的教育

哲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践行者。[11]

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上有着深远而重大的现实意义。教

育哲学的未来使命体现在研究与教育教学两大

方面，一是教育哲学新理论的生产，二是教育

哲学的教育教学培养新生力量。[12]我们要深刻

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把具有中国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育哲学结合起来，推动中

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

五、结束语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哲学与中国教育的

近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学习中产生、在曲

折中摸索、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在对教育实

践所产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批判式的回答中，体

现了其独特的价值。当今时代，我们迫切的期

望中国教育哲学学科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

下，朝着中国思想家们开创的贯通古今、汇通

中西的道路，在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取得新成

绩，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这必将对中国今后的

教育哲学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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