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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的原理 

——学校教的是知识、技能、能力与思维观念 

徐林林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兴教办学，学校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变迁而变迁。中国官、民办学有 3-5000 年的历史，在公

元 1999 年以前，中国学校是贵族与精英教育，“高校扩招”后，才扩展到平民阶层，形成普通与职业教育双轨互通并行学制。随着中国社

会由“工业化”跃升至“智能化”时代，学校需要由知识的传授，转向能力和修养的提高，学校就是让生理学上的自然人“成人、成才”。

知识＋技能＝能力，有能力的人就是“成才”；能力＋修养＝公民，成才的人若有较高品质，才算“成人”。知识＋技能＋修养＝公民，这

是学校教育的天职。公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政治修养＝接班人，这是当代政府办学，赋予学校的政治任务。同时，学校培养的

人才在修养上也需要分层的，受教育者，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从其言行中能看出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再才是一个有知识、有技能、有

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接班人；他们中的精英，立志充当民族中流砥柱者，才能成为一个终生为人民奉献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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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机构。 

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学校、社会、

组织等多种教育活动，本文意指的教育，是指狭义层面的教育活动，

专指 21 世纪中国各级政府举办或由政府批准设置的国民教育机构

（不包括各级党委、政府设置的党校和行政学院，以及军事院校）。

故而，直接把狭义的教育称之为（国民教育）学校。 

原理，即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它是在大量观察、实践的基

础上，经过归纳、概括得出的总结性文字表述，生活中，通常也把

它称之为“常理”与“常识”。它指导实践，又受实践检验。 

一、中国 3000 年教育的宏大叙事 

在中国，政府办学，教化于民，有相当长的历史。据《学记》

①记载：“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yuè‘说’）

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意即：所以古代的君王，

建立国家，统治人民，首先要设学施教。《尚书·兑命》篇中说：“始

终要以设学施教为主”，就是谈的这个道理。而孔子是在鲁昭公二

十四年（前 518 年），时年 34 岁开始接收弟子办私立学校[1]。据古

籍《孟子》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里的校、序、庠

都是指小学的意思。由此可见，中国的学校史在 3000-5000 年以上。 

中国仿效西方举办新式学堂，始于清末洋务运动（1861-1894）

的 1862 年，第一所新办学校是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人员的“同

文馆”[2]，是清代 早的“洋务学堂”（1902 年并入京师同文馆）。

如果把人类到目前为止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按劳动模式分解成狩

猎、农牧、工业、智能四个时期，则中国教育呈现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家庭、部落狩猎时期。教育是一对一、人传人，

主要内容是劳动、生活技能口授模式，因教育与劳动、生活的需要，

文字开始产生，史称“仓颉造字，结绳记事”。大概在史前期至夏

朝，部分延至商朝初期。 

第二种模式：由部落农牧文明跃升至帝国文明时期。开始有学

校组织，教育与文化共成长。由百家争鸣、秦统一、独尊儒术、造

纸、印刷术产生、“程朱理学”与“明王心学”集儒学之大成过程。 

第三种模式：现代教育的学校兴起。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

议论、争论 22 年后的 1862 年北京“同文馆”设立，再到 1905 年

废除科举制度，推广新学制（现代学制，定形于 1902 年的“癸卯

学制”）止，共花去 62 年时间，才由古代教育转向现代教育模式。 

洋务运动中，学习欧洲的“双轨教育”模式。到民国时期，开

始学习美国的单轨制。新中国建立后，学习苏联的分支制模式，改

革开放后，再次学习美国的教育模式[3]，同时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 

双轨制：英、法、德的学制是双轨制的典型代表。单轨制：是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美国形成的一种学制，其特点是所有学生

无论出身，都在同一学校学习，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各级各类学

校相互衔接。分支制（分支型学制）：是 20 世纪上半叶由苏联建立

的一种学制，这是一种介于双轨制和单轨制之间的特殊学制结构。

从 2019 年开始，有中国特色的“普职互通的双轨融合学制”开始

在中国大陆实施。 

第四种模式：即中国目前的有中国特色的“职普互通的双轨融

合学制”是向“智慧教育模式”过渡的起点。近四十年，中国的学

制变化，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性质的变迁（工业化）而改变。目

前，中国教育学制系统 2021 年时点状态。 

之所以称之为“第四种模式”，不是从形式上，普职间“互认、

互通、相融”这种低维度的变革命名的。专科高职学校的设置，是

教育对中国社会快速工业化应急反应。整个高等教育如何适应“智

能社会”的到来，很难预测、设计。但可以肯定的是，教育适应中

国社会变迁，必然是随着 5G 通讯技术在工业与教育领域应用的实

现，而逐渐演化的（2020 年疫情期间的网上教学，是上天安排的一

次预演），决不是“普本转应用”、“高职专升本”这么简单，而是

教与学的本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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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教的是知识、技能和能力 

教师，学校之本。从夏朝至清代，直至 20 世纪末，中国教育

都是贵族与精英教育，从 20 世纪 后一年（1999）高校扩招起，

高等教育才真正扩展到普通民众阶层。其中，1978 年，中国的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1.55%，1988 年 3.7%，1998 年 9.76%，2008 年

23.3%，2018 年 48.1%，2019 年达到 51.6%[4]。中国仅用 20 年时间，

把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不足 10%，提高到 50%以上，实现了由

精英高教转为普及型高教，达到发达国家高教普及标准[5]。 

知识，是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结果的总和。能力，

是完成一项任务或工作目标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能力，包括想

象力、记忆力、观察力、联想力、模仿力、持续力、坚毅力、组织

力、沟通力、领导力、创新力、学习力、号召力、适应力等，还包

括性格、体力、口才等先天天赋，不是 100%后天学习带来的结果，

它是个综合指标。技能，是运用知识和经验执行一项活动的规范方

式或操作的标准方法。修养，是一定素质的人，通过自我素养和家

庭、学校、社会教养，以及玩伴，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同伴相互

影响中，而获得的品质特征。素质是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与习惯，

有遗传因素，它是人的生理固有特征在成长中养成的习惯与本来的

性质（格），以及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通过以上讨论，

“知识、技能和修养”三大块就是学校教学的内容。 

三、学校搭建人的思维模式与框架 

人类 早的陆上交流是丝稠之路上的商旅，跨洲侵略战争是匈

奴西进； 早的海上交流是郑和下西洋（80 年后才有欧洲大航海时

代与发现美洲新大陆），海上亚欧贸易主要商品是瓷器和茶叶。近

500 年来，欧洲航海与工业技术领先人类社会，摧残全世界农耕（牧）

文明，把人类负面本性展现得淋淋尽致，给全人类带来无尽的苦难，

形成人类个体道德化、国家整体恶德化趋势，这种国家恶行至今仍

然肆虐于人类社会。这种现象被西方称为“文明的冲突”[6]。中、

西方文化差异较大，互不理解对方的现象的确存在。例如： 

1、对国家统一与分裂观念不同。中国人自秦以来，两千多年

以多民族大一统为上、分裂为下，欧洲却以不同民族分别立国为合

理。 

2、对待私欲与善念看法不同。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做人要有善心、善念、善言、善行，恶心、恶念、恶行必有恶报。

西方人则认为：“人之初，性本私”，自私是人的本性，应该普遍尊

重；人与人有情感、国与国没有情感，只有利益，只有物竞天择、

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森法则。 

3、对组织与个人关系认识不同。中国人以集体主义至上、个

人利益为下。西方人则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权利都是

个人让渡的结果。中国人以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

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甚至献出生命。 

4、对群体与个人幸福观念不同。西方国家的人们认为自由就

是幸福、人权才是保证、投票是手段；由政治正确极端化，直至个

人权利贪欲膨胀、私欲泛滥。中国人认为不管是家庭、组织还是国

家，团结就是力量，纷争就是虚弱，生命和生存权高于自由与人权；

私欲有上限、有域区，不可放纵、不可忽视；任何事物有度，过度

则质变。 

5、对国家与个体关系处理不同。西方国家的公民认为个人利

益高于一切，国家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公权不得侵犯私域。

中国人认为国家是保护人民整体利益而存在，重在抵抗外敌入侵、

抗击自然灾害、预防疫病等，团结与组织人民形成国家力量，有国

才有家，国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6、对整体与局部关系处理不同。中国人认为小道理要服从大

道理、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而西方人则认为公共权

力不得侵入私人空间，中央与地方权力是邦联关系，权力有分配，

地方权力与联邦权力互不相关、互不干涉。 

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落后于人类先进生产力，欧美占据了生

产力至高点，其文化也垄断了人类的话语权。新中国七十年，由于

“五四运动”的正当性与“儒家文化”的非正当性，共同制约，我

们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上存在批判性过度，继承性不足。加上马克思

主义的核心思想（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

处于神圣地位，除毛泽东思想外，没有很好地与中华文化全面融通、

贯通，只实现了“革命化”，没有实现“中国化”、“文化化”、“生

活化”。致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还不及伊斯兰文明对青少年

的影响力大。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从小学到大学的中华传统文化

的现代化与梯度传承问题。 

总之，从小学到大学，要把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认知世界的

思考框架传承下去，而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过去，政治化 5000 年

和 70 年的新中国”，现代中国，是人民生活加国家建设共进的社会，

伟人和英雄人物，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教育培养的人才，

思想观念也应该分层，受教育者，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从其言行中

能看出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再才是一个有知识、有技能、有素

质的劳动者、建设者、接班人；他们中的精英，立志充当民族中流

砥柱者，才能成为一个终生为人民奉献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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