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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名家教育美文选(中国卷)》，本书选取中国近现代名家所写有关教育的美文结集成熟，本书广
收名家之言，力求为教育工作者和学习教育专业及热爱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士提供一个可以轻松阅读又
能得到精神启发的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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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哪个
是可吃，哪个是不可吃，哪是滋养，哪是有毒，⋯⋯都须要知道。否则，你将怎么去吃呢？若都能知
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
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识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
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分纯理科学如
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
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有几何？待有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
人又要从头去经验，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
明的进步实在是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
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假经验的学问则尤其必要。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
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譬如小孩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己去尝试哪个可
吃，哪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
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
导；从苏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结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
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的指导——对自然界的问题就有诸自然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
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
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经，于知
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是以
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即如医学，算是有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
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去应付一切。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他用
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也没有他准据的病理学、内科学，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问题所得。由上种种情形互
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以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
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
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
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自
从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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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知育、德育、美育
。　　——王国维　　　　每天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
进步？　　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　　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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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尤其喜欢王国维和蔡元培先生的观点。
2、很有启发性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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