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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俄国第一位马克思

主义教育家 ,是苏联著名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家

和组织者 ,是苏维埃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

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

传家以及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家 ,她首先

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了马克思教育学说 ,是列宁教

育思想积极的执行人 、保存者和宣传家。她把自

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 ,为创
立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是非常丰富

的。
在给苏联教育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 ,克鲁普

斯卡娅教育思想也给新中国的教育界带来了深刻

的影响 ,为人们认识和处理教育上的诸多问题提

供了思想营养 ,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
新中国的教育理论已走过五十多年的风雨历

程 ,它的发生 、发展既得益于我国学者对它的积极

主动的探索 ,又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社会主

义教育理论的导入有着深刻的联系 ,其中包括克

鲁普斯卡娅教育思想在新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尽

管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思想在我国盛行的时间不

长 ,但由于它是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

法论述教育问题 、列宁教育思想的经典而传入和

被我们所接受的 ,其影响渗透到新中国教育理论

和实践的诸多方面 ,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 ,对克
鲁普斯卡娅教育思想在新中国的影响进行深入总

结 、发掘和研究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建

设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 、对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影响

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著作和思想的内容丰

富 ,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和全面。其教育理论 ,

广泛地深入地研究了共产主义教育中的各种问

题 ,其中包括学前教育 、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

育 、少年先锋队工作及社会教育工作等。下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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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影响深远 ,在新中国的教育界产生了积极
的指导作用 ,尤其被广大教育者所熟知。

1、师德

克鲁普斯卡娅高度评价教师的作用与重视师

德建设 ,其关于师德论述的经典名言 ,如:“不要把

儿童培养成奴隶 ,而要培养成自由的公民 , ……那

种不能尊重儿童个性 ,不考虑儿童个性的教师无

论如何也是一个不称职的教师 ……”;“我们不应

该对有天才的儿童说他们是什么特殊的人 ,不应

该让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应该关心的是 ,

让这些儿童受到全面的教育” ;“一个优秀的教师

应该知道每个儿童的个性 ,他应该自备一个固定

的笔记本 ,本子上不只是写上`及格'和`不及格' ,

还要写上每个儿童的弱点和优点是什么。”;“训

斥 、处罚儿童和埋怨家长都不能搞好纪律。问题

的关键在于要激发儿童的兴趣 ,把课堂教学安排
得引人入胜 ,组织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和友好和谐

地工作。如果对每个学生 ,对他们的知识和发展

水平 ,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条件没有深刻的了解 ,就

做不到这一点。 ……有经验的老师往往给留级

生 ,特别是智力比较发达的学生 ,专门布置一些能

使他们感兴趣的作业。对于`调皮鬼' ,特别重要

的是要培养他们的主动精神 , 充分发扬这种精

神。”“教师要提高教学质量 , 就要掌握教学的艺

术。教师首先应该来了解自己所教的这门课程 ,

了解他所讲授的科学及其原理。他应该明白这门

科学的精神实质 ,它的现状如何 ,它经历了哪些主

要发展阶段 ,它与别的科学和社会现象有何联系 ,

他要知道这门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 ,它

与生活和实际的联系。总而言之 ,他应该掌握辩

证法的科学原理 ,因为只有掌握了辩证法 ,才能彻

底揭示这门学科的特性和特点。科学原理可能从
唯心主义的角度烦琐地来理解 ,但苏维埃教师却

应该辨证地来理解。 ……另一个条件是要掌握把

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的技能 ,善于介绍事物 、现

象 ,不是泛泛而论 ,而要利用现代技术的一切手段

揭示其中最本质 、最重要的东西。 ……第三点 ,教

师还应该掌握儿童学 ,也就是说 ,要了解儿童在感

知和思维上的年龄特点 ,儿童在每一个年龄阶段

的发展条件 ,当代儿童生活经验的容量 ,这种经验

的性质和深度。要从这一角度出发考虑向儿童传

授知识的方法” ;“评价教师的十一条标准” ……这

些都为广大的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所认

可熟知 ,并成为指导他们开展以班级授课制为基
础的现代学校的教育工作的行动指南。

2 、集体主义教育思想

苏联的集体主义教育理论由克鲁普斯卡娅和

马卡连柯奠基 , 20 世纪五十年代在苏霍姆林斯基

和孔尼科娃的教育实验和科学研究中得到长足发

展。伴随苏联的集体主义教育理论在新中国的传

播与深入 ,克鲁普斯卡娅的集体教育思想 ,如:第

一 ,集体教育的重要性 ,集体主义教育是共产主义

德育的重要课题 ,是社会主义学校的本质特征。

第二 ,集体与个性的关系 ,集体并不会埋没儿童的

个性和特点 ,儿童的个性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

最充分 、最全面的发展 ,集体能够影响教育的性质

和教育内容。第三 ,重视对少年儿童的集体主义

教育 ,学校和少先队组织应把培养儿童集体主义

精神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儿童的集体生活应充满
欢乐和自由 ,从而使儿童得到正常的发展。第四 ,

建立集体教育工作体系 ,应积极在学校中倡导和

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集体 ,且使共产主义集体中

的成员在学校集体中不享受任何特权 ,学校集体

是一个学习集体 、俱乐部集体 、少先队共青团集体

和劳动集体共同组织的工作体系……同样为广大

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熟知和重视。

3 、成人教育

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成人教育的远见卓识和丰

富论述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起到了重要

的理论指导意义。例如 ,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成

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它

的内涵更加广泛和深刻 ,人们对它的作用和发展

远景有了新的认识和解释。过去认为 ,成人教育

主要是弥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不足 ,然而成

人教育在人们不断适应新技术革命迅速变化的过

程中已逐渐居于首要地位 ,不断发掘人的创造潜

力 ,正在日益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而早在

1923年克鲁普斯卡娅就指出 ,我们一刻也不能忘

记只有彻底消灭愚昧无知的现象 ,才能掌握我们

全部的生产力和所有的财富 ,并更快地发展我们

的工农业生产。她还深刻地预见到:“我们整个的

未来取决于我们获得文化的速度” 。在讲到加快

劳动群众的普及教育步伐时指出 ,在这里不允许

有任何疏忽大意和松懈的表现 ,也不允许拖拉作

风存在。她不止一次地号召 ,要善于珍惜时间 ,进

行忘我的劳动……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成人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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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论述也时常被人们提及。
4、学前教育 、综合技术教育

如前所述 ,克鲁普斯卡娅对于学前儿童个性

全面发展 、学前儿童年龄特征 、游戏是学前儿童主

要教育手段的论述以及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意义

与重要性 、综合技术教育的科学定义 、综合技术教

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的论述 ,更是普遍地被广大

教育者所接受认同 ,在新中国的教育界产生了重

大影响 ,观点深入人心。

二、对新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

任何一种教育理论 ,一旦在教育界占据了相

对的主导地位 ,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 ,以各种外显

或内隐的方式 ,影响人们的教育观念和行为指向 ,

并以各种制度 、方针和政策为中介 ,直接或间接

地 、或大或小地对各个领域的教育实践活动影响。

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思想在新中国的传播 ,尽管其
影响的途径和方式较为间接 ,但在新中国的教育

实践中 ,其影响和作用仍是不可低估的。

1、对新中国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改革的

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关于“把教学工作和社会生产

劳动密切结合起来”的思想 ,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劳

动教育思想的具体论述 ,在新中国的实践中产生

了深刻影响。建国后的 50 年中 ,党和政府十分重

视教劳结合。建国初 ,针对“忽视了劳动教育 ,对

于旧社会学校教育中流行的轻视体力劳动和工农

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 ,没有进行深刻的批判 ,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 1955 年教育部颁发文

件 ,要求从小学起开始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和

加强劳动教育 ,并把“生产劳动”列为课外活动的

一项内容 ,增设了“手工劳动课” 。1957 年毛泽东

同志把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列为教育方针 , 1958年党中央又明确地把“教育必

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规定为教育方针的一项内

容。60年代初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 ,

先后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

《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规定学校“以

教学为主” ,学生适当参加劳动。1964年刘少奇同

志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 ,给教

劳结合带来了新的生机。文革后 ,邓小平同志高

瞻远瞩 ,早在 1978年 4月 22日 ,就从教育必须与

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一根本点上 ,阐明了马
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的重大意义 ,并为新的历

史时期的教劳结合怎样贯彻指明了方向 , “现代经

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 ,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

的迅速提高 ,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

内容上 、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 , “更重要的是整

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不然 ,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 ,学

非所用 ,用非所学 ,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1981年 、1982 年教育部

的有关文件再三强调实施劳动技术教育的重要

性。80年代 ,许多中学在普通中等教育中重视劳

动技术课;以校办工厂为基地坚持进行劳动技术

课的尝试与体会 ,介绍“普教”与“职教”相结合的

新型农村中学。另外还颁发了全日制小学劳动课

教学大纲。
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薄

弱环节 ,虽已经强调多年 ,局面仍然没有打开。在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 ,新中国的中等

教育曾经走过弯路。一度过多地安排劳动 , 不适

当地强调所谓“开门办学” ,否定系统知识的教学。

纠正了这种偏向后 ,80年代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

普通中学普遍忽视劳动。特别是在片面追求升学

率的错误思想影响下 ,加上有些工厂企业不欢迎 、

不支持学生去劳动 , 许多学校根本不安排学生参

加生产劳动 ,劳动技术教育的任务实际上没有得

到落实。靠这种关门读书的方法是不可能培养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至于综合

技术教育 ,仅在 1955 年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

《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

育工作的报告》中提出过 ,而且一个月后又立即将

综合技术教育的提法改为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
育” 。改革开放以后 ,教育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 ,

但教育与社会生活实际的脱节也愈益严重 , 尤其

是基础教育阶段这种脱节可以说是达到了惊人的

程度。即使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也未能体现出

丝毫的综合技术教育的因素。所有这些问题与情

况的出现 ,深深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与反思 ,因此

克鲁普斯卡娅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就提出批评的

“过早专业化” 、“忽视综合技术教育中的普通教

育” 、“追求单一的劳动技巧”等思想一度在形势扭

转的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实践中发挥着发人深省的

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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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新中国少年宫教育和少先队组织的影响
苏联的校外教育理论 ,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

克鲁普斯卡娅的校外教育理论 ,她对少年宫 、少年

之家等儿童校外教育工作的任务 、原则和方法的

多方面的论述 ,对新中国少年宫教育的产生和发

展有着较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 ,学习苏联

是基本的国策之一 ,通过创造性地借鉴苏联校外

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少年宫教育由此在新中国的

大地上萌芽了 ,实施少年宫教育的机构不仅是少

年宫 ,而是以少年宫为主体的所有综合性少年儿

童校外教育机构 ,包括少年之家 、青少年宫 、儿童

少年活动中心 、青少年活动营地等 ,全国各地相继

成立一些校外教育机构 ,创办少年宫 、少年之家 、

少年科学技术馆 、儿童图书馆、儿童体育场 、儿童

公园 、儿童剧院 、儿童电影院等 ,并在这些教育机

关里 ,广泛地开展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时事政
治 、生产劳动 、体育运动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大大

改变了我国儿童校外教育的面貌。作为综合性的

面向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机构 ,少年宫 、少年之家

的基本任务是配合学校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

教育 、文化科学教育 、生产劳动教育以及体育 、美

育 ,旨在帮助少年儿童巩固和扩大课堂知识 ,丰富

课外的文化生活 ,培养和发展兴趣 、爱好 、个性特

长以及各种能力 ,最终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全面发

展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少年宫教育的产生

是学习苏联校外教育工作成功经验的结晶 ,从其

培养目标 、教育活动的形式 、教育内容中 ,我们都

可以看到克鲁普斯卡娅的校外教育理论产生的深

刻影响。

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创建的少年先锋队在世界

上社会主义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得到广泛传

播 ,至今这种组织仍在发挥着作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 , 1949年 10 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少年

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 , 1953年 6月 ,中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

国儿童少年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简称少先

队。从其目的 、任务 、组织 、队礼 、呼号 ……从中 ,

我们都能窥见克鲁普斯卡娅教育理论的光辉和指

导作用。

3、对新中国学前教育与教学的影响

以克鲁普斯卡娅为代表的苏联学前公共教育

思想 ,把学前教育看成是国家的事业 ,是整个国民

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把儿童公共教育看

作是解放妇女 ,使之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
活 ,实现男女平等的最重要手段和培养全面发展

的社会新人的最佳途径 ,这对新中国的幼儿教育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成为发展新中国幼教事业实

践的一种推动力。同时克鲁普斯卡娅坚持唯物主

义的儿童发展观 ,强调教育在幼儿发展中的主导

作用的观点 ,以及重视对儿童进行有目的 、有计划

的教育教学的主张 , 在建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新中国幼儿教育理论 , 对有

目的 、有计划 、有组织地实施全面发展的学前教育

中 ,起了十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 , 学前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 ,进入了全新发展时期 ,克鲁普斯卡娅的学

前教育思想更是受到了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实践工

作者们的注意。其关于科学知识对于形成辨证唯

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意义 、幼儿游戏社会化作用
的 、学具操作问题……的论述 ,常常被学前教育的

实践工作者们作为日常实践活动以及科研活动的

指导理论与依据之一 , 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论

证。

教会学生学习 ,培养他们的学习技能 ,是学校

和老师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克鲁普斯卡娅丰富的

教育遗产中有关组织青年自学的建议和思想 ,在

实践中也广泛引起教学工作者的兴趣。许多中小

学教师也常常把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教学法的论述

作为理论指导 ,从而在提高小学生的作文能力 、确

立教学原则 、发挥习题教学的辨证唯物主义的素

质教育功能等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应用。

4 、对新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与书籍出版的影响

克鲁普斯卡娅的德育思想 ,包括集体主义教

育思想 ,给予新中国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诸多启

示。在《外国教育家论德育》 、《德育论》 、《学校集
体主义教育》 ……书中均把其作为重要部分收入。

师德是教师的灵魂 ,对学校教育成败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一直注重克鲁

普斯卡娅的师德思想研究 ,在《师德通览》 、《师德

论》 、《教师必读》 、《教师伦理学》……均收入其对

师德的论述。

国内一些教育名言册中 ,如《教育名言大全》 、

《教育名言集》 、《百家教育典论》 、《外国著名教育

家锦言集》 ……均收入了其关于教育诸方面的论

述。

在学前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方面 ,克鲁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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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娅的重要思想也被广泛收入在《西方教育思想
史》 、《外国幼儿教育》 、《外国学前教育》 、《现代教

育论集》……中。

另外 ,在《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 、《教育名著
评介·外国卷》 、《20 世纪教育事典———名人名著

100 篇》……教育史学著作集中 ,也把其《国民教育

和民主主义》一书重点收入。

综上所述 ,克鲁普斯卡娅丰富的教育遗产是
苏联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世界教育史上

光辉的一页 ,其在新中国的传播不仅因为当时中

国社会整个政治 、经济和文化背景 ,反映了中国社
会的需要和适应其存在的一定条件 ,同时也由教

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本身的发展趋势所决定。对克

鲁普斯卡娅教育思想在新中国的影响的研究综

述 ,不仅有益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
论建设 ,其中的得失也是实践中所必须正视和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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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47页)(晓来风细),则逼似小晏;至如《雨中花

慢》(邃院重帘何处 ,嫩脸羞蛾因甚),则简直近于他所

鄙薄的柳词的情调了 。不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就无从

全面地认识苏词 ,也难于体会苏轼在词史上作为一个

大家的意义。

第二 ,我们推重苏轼以诗为词 ,但决不可以认为

苏词可以胜过 、代表或包括苏诗 。从词的发展史看 ,

苏轼的成就显然在某些方面跨越了前辈词人 ,但就他

本人的创作而言 ,则很难说他在词方面的成就 ,超过

了他在诗方面的成就。根据不很完全因而不很精确

的统计 ,这位作家的编年诗(1059———1101年),一共

有 2454首(据王文诰《苏文忠诗编注集成》),编年词

(1072———1100年),一共有 344首(据苏东坡《东坡乐

府》)。这就是说 ,他词的创作时期只有诗的创作时期

的三分之二 ,而词的数量只有诗的数量的七分之一

弱。写词的年限较短 ,词的数量较少 ,对表现他内心

世界的全貌也就不能不有所影响 ,他的政治社会观点

在词中的反映也就不太多。这就说明苏轼以诗为词 ,

虽然较之以前的词人 ,已经大大地扩展了这一新的抒

情诗样式的内容 ,可是 ,在非常广阔的生活里 ,仍然有

某些极其重要的领域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或者不准备

用词去反映的。当然这也是词这种样式本身的局限

所导致的 ,并不完全由于苏轼的“以诗为词”还不够彻

底。

第三 ,苏轼的以诗为词虽然兼具内容与形式两方

面的变化 ,但这种变化也只是由比较狭窄地反映士大

夫的有关男女关系方面的生活 ,扩大到比较广泛地反

映士大夫的其它许多方面的生活 ,或者说 ,由专门反

映比较放浪的生活 ,扩大到也同时反映比较高雅的生

活而已。和这种内容相适应 ,其语言和风格就不能不

依旧处于士大夫的美学观点支配之下。这样 ,才可以

在除了绮罗香泽 、绸缪宛转之外 ,还“寓以诗人句法” ,

而不至于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轼以诗为词 ,作为

一种重要的革新手段 ,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继承《诗

经》 、《楚辞》以及汉 、唐诗歌的优良传统 ,而使词的成

就更高一些的 ,但他由于受到自己世界观中保守落后

成分的制约 ,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苏轼全部创

作中带有根本性的弱点 ,在词中也显得很突出。这有

待于他的继承者来加以弥补 。
(责任编辑:徐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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