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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 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
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用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
办社宗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
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
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
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
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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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改造》中所研究和实验的教育问题，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仍感到很中肯，很新鲜，仍有
进行试验的价值。
这一方面说明陶行知视野的宽广，研究问题的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界旧习惯势力之大，老教育
观念改变之难。
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生活工具
主义之教育”、“教学做合一”、“‘伪知识’阶级”等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和事实，经过七十多年
的考验，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生活教育”学说在全国各地有了新的发
展。
过去，陶行知在改造乡村教育时强调“教育与农业携手”，现在，安徽已发展为“农科教结合”，浙
江、山西发展为“科教兴农”、“科教兴村”，全国是“科教兴国”。
在山西吕梁地区发展为“村校一体”，在江苏江浦县发展为“村级大教育”。
过去，陶行知曾批判“应试教育”和“杀人的会考”，现在，“把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已成为
广大教师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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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重版序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教学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我们
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一个用钱少的活学校
评陈著之《家庭教育》——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国画也要提倡了整个的校长天将明之师范学校  ——
江宁县立师范学校半日生活记无锡小学之新生命——开原乡立第一小学一日生活记南京中等学校训育
研究会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我们的信条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书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与农村从野人生活出发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如何教农民出头？
平等与自由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答操震球之问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
“伪知识”阶级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关于南京六校招收艺友之解释附录  行是知之始  生活即教
育  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  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  民族解放大学校  生活教育之特质  创造宣言  实施
民主教育的提纲  民主教育  社会大学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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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说文》：“新，取木也。
”木有取去复萌之力，故新有层出不已之义。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分，其在兹乎？
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
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
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亦视其发明能力之如何耳。
发明之道奈何？
曰，凡天下之物，莫不有赖于其所处之境况。
境况不同，则征象有异。
胡欲致知穷理，必先约束其境况，而号召其象征，然后效用乃见。
此试验之精神，近世一切发明所由来也。
彼善试验者立假设，择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之于规范之中：远者近之，微者大之，繁者简之，
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
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
例如试验甲乙二教授法之优劣，则必将试验时之一切情形，归为一致。
盖必先一其教师，一其教材，一其设备，一其时间，一其地方，而所教之学生又须年龄等，男女等，
家境等，程度等，然后施以各异之教法，乃可知结果之攸归；屡试而验，然后二法之优劣，乃可得而
发明焉。
故欲求常新之道，必先有去旧之方。
试验者，去旧之方也。
盖尝论之，教育之所以旧者五，革而新之，其惟试验。
所谓五旧者何？
 　　一曰依赖天工　彼依赖天工者，待天垂象，俟物示征，成败利钝，皆委于气数。
究其流弊，则以有限之时间，逐不可必得之因果，是役于物而制于天也，安得不为所困哉？
困即无自新之力矣。
苟其有之，或出于偶然。
即有常矣，或所示者吝，吾又安能穷其极而启其新耶？
荀子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此数语可谓中试验精神之窾要矣。
盖善试验者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制天而不为天所制。
惟其以人力胜天工，故能探其奥蕴，常保其新焉。
 　　二曰沿袭陈法　彼泥古之人，以仍旧贯为能事。
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
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
然今昔时势不同，问题亦异。
问题既异，方法当殊。
故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
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圆枘方凿，不能相容，何能求其进步也？
故欲求教育刷新进步，必先有试验，以养成其自得之能力。
能自得，始能发明；能发明，则陈法自去，教育自新矣。
 　　三曰率任已意　教育为一种专门事业，必学焉而后成。
然从事教育之人，偏欲凭一已一时之意，以定进行之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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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思而不学，凭空构想者有之；一知半解，武断从事者有之；甚至昧于解决，以不了了之者亦有之。
空想则无新可见；武断则绝自新之路；不了了之，则直无新之希望矣。
欲救斯弊，必使所思者皆有所凭，所断者皆有所据；困难之来，必设法求所以解决之，约束之，利用
之：凡此皆试验之道也。
　　四曰仪型他国　今之号称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而一般人士，见有能仪型外人者
，亦辄谓为新人物。
虽然，彼岂真能新哉？
夫一物之发明，先多守秘密。
自秘密以迄于公布，须历几时何？
自公布以迄于外传，又须历几何时？
况吾所仪型者，或出于误会。
以误传误，为害非浅。
即得其真相，而辗转传述，多需时日。
恐吾人之所谓新者，他人已以为旧矣。
不特此也。
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
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
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
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
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
若能实心试验，则特别发明，足以自用。
公共原理，足以教人。
教育之进步，可操左券矣。
 　　五曰偶尔尝试　当一主义发生之时，必有人焉慕其美名而失其真意。
其弊也，弥近似而大乱真。
乃时人不察，误认试验为尝试。
计划不确，方法无定，新猷未出，已中途而废矣。
彼真试验者则不然。
必也有计划，有方法，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具百折不回之气概，再接再厉之精神。
成败虽未可必，然世界实由此而进步，教育亦由此而进步。
此岂特尝试之见者所可能哉！
 　　既能塞陈旧之道，复能开常新之源，试验之用，岂不大哉！
推类至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皆试验之力量也。
吾国数千年来相传不绝之方法，惟有致知在格物一语。
然格物之法何在，晦庵与阳明各持一说。
晦翁以“即物穷理”释之，近矣。
然而即物穷理，又当用何法乎？
无法以即物穷理，则物仍不可格，知仍不可致。
阳明固尝使用即物穷理者也，其言曰，“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
⋯⋯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
当初说他这时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
⋯⋯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类此者，皆坐格物不得其法之弊也。
假使阳明更进一步，不责物之无可格，只责格之不得法，竞竞然以改良方法自任，则近世发明史中，
吾国人何至迄今无所贡献？
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已意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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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大计也。
不然，若以应时为尽新之能事，则彼所谓旧教育者，当时亦尝为新教育也；而今之新教育，又安知他
日之不或旧耶？
 　　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　　自本社标解决生计问题为进行之方针，一般学者，往往以文害辞，以辞
害意，误会提倡者之本旨。
推其原因，多于不明生计二字之界说所致。
惟其不明乎此，故或广之而训作生活，或狭之而训作衣食；驯至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议论纷纭，莫
衷一是。
不徒反对者得所藉口，即办学者也无所适从。
其隐为职业教育前途之障碍，良非浅鲜。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故欲职业教育之卓著成效，必自确定一正当之主义始。
 　　夫职业教育之成效既有赖于正当主义，则问何谓正当之主义，生活乎？
衣食乎？
抑生活衣食之外别有正当之主义乎？
 　　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
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
有关于职业之生活，即有关于职业之教育；有关于消闲之生活，即有关于消闲之教育；有关于社交之
生活，即有关于社交之教育；有关于天然界之生活，即有关于天然界之教育。
人之生活四，职业其一；人之教育四，职业教育其一。
故生活为全体，职业为部分；教育为全体，职业为部分。
以教育全体之生活目的视为职业教育之特别目的，则职业教育之目的何以示别于教育全体之目的，又
何以示别于他种教育之目的乎？
故生活之不能为职业教育独专之主义者，以其泛也。
 　　生活主义固不适于职业教育之采用矣。
衣食主义则何如？
大凡衣食之来源有四：职业、祖遗、乞丐、盗窃是也。
职业教育若以衣食为主义，彼之习赖子、乞丐、盗窃者，不亦同具一主义乎？
而彼养成赖子、乞丐、盗窃者，亦得自命为职业教育家乎？
此衣食主义之不适于职业教育者一也。
不宁惟是，职业教育苟以衣食为主义，则衣食充足者不必他求，可以不受职业教育矣。
此衣食主义之不适于职业教育者二也。
且以衣食主义为职业教育之正的，则一切计划将趋于温饱之一途。
此犹施舍也。
夫邑号朝歌，墨翟回车；里名胜母，曾子不入。
学校以施舍为主旨，则束身自好者行将见而却步矣。
此衣食主义之不适于职业教育者三也。
凡主义之作用，所以指导进行之方法。
若标一主义不能作方法之指针，则奚以贵？
故衣食之可否为职业教育之主义，亦视其有无补助于职业方法之规定耳。
夫学校必有师资，吾辈选择职业教员，能以衣食为其标准乎？
学校必有设备，吾人布置职业教具，能以衣食为其标准乎？
又试问职业学校收录学生，可否以衣食为去取？
支配课程，可否以衣食为根据？
衣食主义之于职业教育方法，实无丝毫之指导性质。
有之，则吾不知也。
衣食既不能为职业教育方法施行之指导，则其不宜为职业教育之主义，又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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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衣食主义不适于职业教育者四也。
不特此也，吾人作事之目的，有内外之分。
衣食者，事外之目的也；乐业者，事内之目的也。
足衣足食而不乐于业，则事外虽无冻馁之虞，事内不免劳碌之患。
彼持衣食以为职业教育主义者，是忽乐业之道也。
此衣食主义不适于职业教育者五也。
且职业教育苟以衣食主义相号召，则教师为衣食教，学生为衣食学。
无声无臭之中隐然养成一副自私之精神。
美国人士视职业教育与学赚钱（Learning to earn）为一途，有识者如杜威（Dewey）先生辈，咸以其近
于自私，尝为词以辟之。
吾国当兹民生穷蹙之际，国人已以衣食为口头禅，兴学者又从而助长其焰，吾深惧国人自私之念，将
一发难餍矣。
此衣食主义之不适于职业教育者六也。
是故衣食主义为众弊之渊薮，欲职业教育之有利无弊，非革除衣食主义不为功。
 　　衣食主义既多弊窦，生活主义又太宽泛，二者皆不适用于职业教育，然则果应以何者为正当之主
义乎？
曰，职业作用之所在，即职业教育主义之所在。
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
生利有二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
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生产虽有事物之不同，然其有利于群则一。
故凡生利之人，皆谓之职业界中人，不能生利之人，皆不得谓之职业界中人。
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
生利主义既限于职业之作用，自是职业教育之特别目的，非复如生活主义之宽泛矣，此其一。
以生利主义比较衣食主义尤无弊窦之可指，故以生利主义为准绳，则不能生利之赖子、乞丐、盗窃与
养成之者，皆摈于职业教育之外矣，此其二。
学校既以生利为主义，则足于衣食而不能生利者无所施其遁避，此其三。
父母莫不欲其子女之能生利，职业教育苟以生利为主义，自能免于施舍之性质，自好者方将督促子女
入学之不暇，又何暇反加阻力乎？
此其四。
职业既以生利为作用，吾人果采用生利主义以办职业教育，则生利之方法，即可为职业教育方法之指
针，此其五。
职业教育既以养成生利人物为主义，则其注重之点在生利时之各种手续，势必使人人于生利之时能安
乐其业，故无劳碌之弊，此其六。
生利主义侧重发舒内力以应群需，所呈现象正与衣食主义相反。
生产一事一物时，必自审曰：“吾能生产乎？
吾所生产之事物于群有利乎？
”教师学生于不知不觉中自具一种利群之精神，此其七。
不特此也，能生利之人即能得生活上一部分之幸福；而一衣一食亦自能措置裕如。
不能生利之人，则虽有安富尊荣亦难长守。
故惟患不能生利，不患不得生活之幸福与温饱。
然则生利主义既无生活主义之宽泛，复无衣食主义之丛弊，又几兼二者之益而有之，岂非职业教育之
正当主义乎？
 　　生利主义之职业师资?职业教育既以养成生利人物为其主要之目的，则其直接教授职业之师资，
自必以能生利之人为限。
盖己立而后能立人，己达而后能达人，天下未有无生利经验之人而能教人生利者。
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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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岂故为拒绝哉？
亦以业有专精，事有专习，孔子之不知农圃，亦犹老农老圃之不知六艺耳。
由是以推，无治病之经验者，不可以教医；无贸易之经验者，不可以教商。
凡百职业，莫不皆然。
故职业教师之第一要事，即在生利之经验。
无生利之经验，则以书生教书生，虽冒职业教师之名，非吾之所谓职业教师也。
 　　然职业教师不徒负养成生利人物之责，且负有改良所产事物之责。
欲求事物之改良，则非于经验之外别具生利之学识不可。
无学识以为经验之指导，则势必故步自封，不求进醛?吾国农业数千年来所以少改良者，亦以徒有经验
而无学识以操纵之耳。
故职业教师之第二要事，是为生利之学识。
 　　兼有生利之经验、学识，尚不足以尽职业教师之能事。
盖教授生利之法，随业而异。
有宜先理想而后实习者，有宜先实习而后理想者，有宜理想、实习同时并进者。
为职业教师者自宜熟悉学者之心理，教材之性质，使所教所学皆能浃洽生利之方法，而奏事半功倍之
效。
故职业教师之第三要事，为生利之教授法。
 　　准如前说，则健全之职业教师，自必以经验、学术、教法三者皆具为标准。
三者不可得兼，则宁舍教法学术而取经验。
盖无学术、教法而有经验，则教师尚不失为生利之人物，纵无进取良法，然学生自能仪型教师所为，
以生产事物。
既能生产事物，即不失职业教育之本旨。
如无经验，则教授法无由精密，纵学术高尚，断不能教学生之生利。
既不能生利，则失职业教育之本旨矣。
是故经验、学术、教法三者皆为职业教师所必具之要事，然三者之中，经验尤为根本焉。
 　　职业教师既以生利经验为根本之资格，则养成职业师资自当取材于职业界之杰出者。
彼自职业中来，既富有经验，又安于其事，再加以学术教法，当可蔚为良材。
概之收录普通学子，为事当较易，收效亦当较良且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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