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６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４

■ 基础教育研究　主持人：唐新球　高级教师

主持人简介
唐新球，男，汉族，中共党

员，现任湖南省湘潭市第二中学

校长。曾获湘潭县 “优秀德育

工作者”、“优秀党员”、湘潭市

“教师工作先进个人”、湖南省

“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称号。

１９８７年毕业于湘潭师院数学
系。２００３年起先后担任湘潭县
五中副校长，湘潭县八中的书

记、校长，湘潭县三中校长，湘潭

市第十七中学校长。２００４年，所教学生李斌在数学奥赛中
获省一等奖，他本人荣获“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一级教练员称

号”；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被聘为湘潭市３＋Ｘ高考数学学科
研究小组成员。扎根教育的２５年中，在严谨科学处理学校
日常事务的同时，坚持学习，潜心研究学校管理，研究教育

教学，执着追求，立志成为专家型校长。参与全国教育科学

重点课题，完成“整体构建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子课题

研究。作为学校的管理者，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好

师生员工满意的学校”为宗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

主持人寄语
湘潭市第二中学是一所由毛泽东创办的拥有近

百年历史的老牌名校。确立“以人为本，面向全体，

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以质量求发展，以特色创

名校”的办学思路，“以教研为手段，以素质为目标，

以质量为根本，以艺术为特色”的发展模式，用“求

知，求美，务实，创新”的精神，进一步严格和规范学

校管理；以强化学校制度建设为重点，创新学校发展

模式，实现内涵式发展；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动

力，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全面提高教师的整体素

质；以提高办学效益为根本，狠抓教风、学风建设，努

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低进高出，高进优出”

的教学目标。近年来，从教学质量到办学特色，从生

源的入口到生源的出口，学校真正实现了“高进优

出、低进高出”的奋斗目标，使得规模与质量达到协

调统一的发展。并在特色的形成和品牌的培育中使

学校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站在一个新的起

点上，二中人将带着主席的嘱托，带着社会各界的期

望，着力打造“有特色、有影响的省示范性学校和全

国闻名的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试论柏拉图的儿童教育观及其现代启示 ①

范哲林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柏拉图是古希腊思想巨人，其代表作《理想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包括政治、教育、哲学等多个方面的内
容。柏拉图在这部代表作中阐述了关于教育的许多问题，包括儿童教育、由国家控制教育、终身教育、男女平等教育等。

基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系统探讨其儿童教育思想提出的背景、理论体系及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发展

提出一些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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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公元前３４７）不仅是古希腊伟大
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柏拉图的

青少年时期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是雅典由盛入

衰的转折点。起初，柏拉图的家庭和民主政权关系密切，

但随着战争的推进，民主政权的不断变化，使得柏拉图及

其家庭也深受其害［１］２５９。加上当时社会道德的普遍下降，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６
作者简介：范哲林（１９８６－），男，湖南邵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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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柏拉图起初建立起来的的政治观念渐渐发生改变，对

民主政治也产生了怀疑。３０年的僭主暴政，使得他对贵族
政治也失去信心。柏拉图不断寻找适合雅典的政治体制，

他的政治理想在《理想国》中进行了详尽阐释。为实现其

政治理想，他提出了一系列教育主张和理想。这一著作阐

述了他的主要教育思想，这对当时及后来欧洲乃至全世界

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所有的教育思想中，

我们应对其儿童教育观给予足够重视。

柏拉图主张通过教育途径来达到改造雅典社会现状

的目的，他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儿童教育是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看来，儿童教育对

一个人今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他主张对儿

童教育要尽早进行。“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

里引导，却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２］７１。柏拉图认为应

该对小孩的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儿童教育不仅不可忽视，

而且应去探讨如何更好的实施儿童教育。

１　柏拉图儿童教育观提出的背景
柏拉图将改造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使

命，希望通过对人的改造来恢复雅典城邦昨日辉煌。对

此，他在教育上阐述了国家教育观、儿童教育观、和谐发

展教育观等。其中，学前教育观被他置于非常重要的地

位，他肯定教育对幼儿的重大作用，并提出了系统的儿童

教育理论。柏拉图的儿童教育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其

特定的背景。

１．１　个人的政治理想
柏拉图早年在雅典一系列的遭遇使他对雅典政治体

制失去信心。这一切使得柏拉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

有现存的城邦都无一例外的治理得不好。他后来在奔波

中访问了意大利和西西里，他发现人们的生活完全不一

样，对什么是幸福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叙拉古，

柏拉图遇到了狄翁，他讲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让柏拉

图意外的是，狄翁非常附和他的政治理想，把道德看得比

享乐和奢侈更加重要的这一观点更是让他大加赞赏。柏

拉图在南意大利塔士冈的遭遇是其政治理想形成的转折

点，在这里他认识了当地民主政体领导人阿启泰，从阿启

泰身上他看到了政治家和哲学家相结合治理国家的可能

性。他的教育思想中因此就有了第一个目标：培养符合

理想国需要的哲学家。由此对于柏拉图来说，重视教育

的问题就变得顺其自然，而在他的教育体系中，儿童教育

也就被放在了主要位置。柏拉图主张“学习即回忆”，那

就意味着从小就应注意对儿童“回忆”的唤醒。同时，他

注重在儿童阶段对其进行各方面内容的培养，可见儿童

教育本就是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１．２　特殊的社会环境
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不会是凭空的，柏拉图的教育

体系也不例外。当时雅典社会震荡起伏，社会矛盾尖锐，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产生正是这些矛盾在哲学和教育上的

体现。柏拉图的经历使得他深刻认识雅典政治体制的不

足。柏拉图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最关心的便是如

何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柏拉图从小立志从政，青年踌

躇满志，成年后因得罪叙古拉城邦僭主而险些被卖为奴，

这些遭遇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最后柏拉图看到他的

导师苏格拉底被所谓的民主处死，他彻底失去期望，也使

他毅然放弃政治的追求而转向哲学和教育的研究。针对

这样的社会背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展现了一个美好

城邦的构想，以及教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在柏拉图的儿童教育体系中，他坚持重要的一条原

则—儿童公育。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即源于废除公

有制的要求［１］２７０－２７１。柏拉图坚持，在卫国者中任何人不

得拥有私产，不允许有私人土地、住房、仓库等，私有财产

是战争、倾轧的根源。他还认为金钱不利于美好社会的

形成，许多不和谐的事情都是由它引起的。因此，他们中

任何人不得有金钱，也不得使用金钱制品。这便从经济

上决定了儿童需要公育。

２　柏拉图儿童教育观的理论体系
柏拉图如此关注儿童教育，因此他提出了系统的儿

童教育观，坚持对教育儿童的选择要尽快、系统地执行。

２．１　行政体系
柏拉图坚持儿童公育。“生下来的孩子将由管理这

些事情的官员带去抚养”，“优秀者的孩子，我想他们会带

到托儿所去，交给保姆抚养”［２］７３。可见柏拉图支持由政

府统一对幼儿进行教育和管理。儿童在３岁之前，由国
家安排专门人员对孩童进行起居照顾，３岁以上的孩童要
到固定的场所去参加各种游戏，国家选派公民来监督儿

童的生活和教育。柏拉图强调教育应由国家最优秀的公

民来监督实施，从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强调国家办教

育，不仅只是在政策上予以指导和支持，而且已经贯彻到

了日常生活教育活动中，这体现了教育管理思想的先进

性与全面性。

２．２　教育体系
２．２．１　教学目标

教育的目的在于和谐人格的形成，灵魂的净化在于

各个部分的有序协调。要培养人的和谐人格，就必须在

儿童教育期下功夫。柏拉图认为，一个人最开始的教育

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时期儿童的可塑性最大。对儿童

进行好的教育，就会形成好的性格和习惯；如果在儿童时

期接触了消极方面的内容，自然也会对成长产生很多不

良的影响。只有把握好了最开始这一阶段的教育，在后

期教育中慢慢培养人的和谐人格便容易得多。儿童教育

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的品质，成年

公民应对儿童进行各种教育和训练，让他们懂得什么是

善，以便他们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柏拉图坚持培养精英的教育目标。为了建立理想之

国，他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爱学习、爱智慧和有高

贵的品德修养，爱国爱民的统治者和卫国者。柏拉图的

这个教育目标在其提倡的儿童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他坚持优生论，主张好的男子配好的女子，这样生下来的

孩子才最聪明，如果有资质不到位的孩子出生将会被抛

弃。即使原本优秀的男女生偶尔生下资质不好的孩子，

也要被抛弃［３］２５１－２５２。

２．２．２　具体内容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有着完整的体系，儿童教育居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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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首先，要认识到儿童教育对整个教育阶段推进

的重要性；其次，应该重视如何对儿童进行教育，如何训

练他们。在这一环节，教育和训练内容的选择至关重要。

儿童教育应该有固定的内容供参考，对内容的选择应有

严格的标准，他在教学内容上做出了明确阐释，可见柏拉

图对幼儿教育的重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讲故事。“讲故事是对儿童教育的好的形式。”［３］２５４

讲故事的目的就是要使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以便

他们在长大成人后知道礼让、敬父母，友爱爱人。柏拉图

坚持对故事内容要进行选择，应该把那些慷慨激昂、振奋

精神、鼓舞斗志的题材讲给儿童听，应禁止那些描绘神怪

离奇、死难恐怖以及不合道德要求的故事［４］。那是因为

模仿在这一时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小到老一生

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

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２］９８由此可知，教育者

要充分把握儿童天生的这种模仿特点，可以从小就告诉

他们什么是“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以便他们以后成长

为好的公民和国家领导者。

做游戏。柏拉图十分强调游戏在儿童教育中的作

用。他认为儿童的本性是好动的，很喜欢做游戏，３－６岁
的儿童更是如此。柏拉图所说的游戏并不仅仅只是娱

乐，而是在游戏过程中传授相关的道德内容。柏拉图强

调要对儿童的游戏进行严格控制，游戏的内容和方式要

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这样便有利于塑造儿童稳定的性

格。“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符合法律精神的正当游戏。

如果游戏是不符合法律的游戏，孩子们也会成为违反法

律的孩子，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

了。”［２］１４０因此，孩子们的游戏应尽量简单，符合年龄特

点，同时加上一定的规定，这样有利于培养出合乎道德、

守法的好公民。

学音乐。柏拉图主张的音乐教育是用来陶冶精神

的，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美好人性，培养人有节制、和谐

地爱好美好、有秩序的事物［３］２５７。当时的音乐教育除了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音乐范畴外还包括诗歌、文学等内容。

在古希腊历史上，诗歌对希腊社会起过重要作用，受到人

们的尊重。诗人被认为是“教育家”、“第一批哲人”、“智

慧的祖宗和创造者”。音乐教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如

果教育方式适当，音乐便能滋润、美化人的心灵。相反，

如果没有合适的音乐教育，心灵就可能会变得丑陋。人

的本性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的关

系，甚至影响到国家层面。

体育。柏拉图所说的体育运动是为了锻炼儿童的身

体。不仅要锻炼身体，也要培养儿童好的精神和心灵，体

育不是使人学得粗暴，而是使人的激情和理智达到和谐。

柏拉图主张体育要和音乐相结合。他认为，如果只接受

体育训练，那只能使儿童成为身体发达、缺少智慧的人；

只接受音乐教育，就有可能身体素质不达标，甚至成为懦

夫，所以二者不可偏废。然而，柏拉图又认为，“因为我觉

得凭一个人好的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

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

最好。”［２］１１２由此可见，柏拉图在二者之间侧重音乐教育，

体育服从于以培养人的心灵为主的音乐教育。

２．２．３　德育
柏拉图强调以德治国，用德育培养理想的公民。由

此，柏拉图非常重视德育的实施。给孩子讲的故事、听的

音乐等都是美好的事物，这样有利于培养一个向善、美好

的公民。因为在他看来，理想国由三个阶级的人构成，即

护国者、卫国者、生产者，这三部分人要各司其职，就必须

要有高尚的品德，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正义之国。柏

拉图的德育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天赋道德论的理念基础之

上的。

２．２．４　教育环境
这是柏拉图关于学前教育观的特别之处，在他之前

的教育家很少关注这个问题。在柏拉图看来，教育环境

对于儿童来说非常重要，他甚至提出要把１０岁以上的城
市居民全部送到乡下去，把所有的儿童都交给我们，这

样，他们就不会受到父母不良习惯的影响［５］。可见，柏拉

图特别强调教育环境对孩子的影响，认为教育环境是教

育成功的一个关键前提。

３　柏拉图儿童教育观的影响
３．１　积极影响

柏拉图提出的儿童教育观可以说开创了重视儿童教

育的先河。智者派片面强调教育的功利性，关注教育的

眼前作用，所以对于儿童的教育自然就不太重视。柏拉

图看到了儿童教育对一生发展的重要作用，于是重视儿

童的早期教育，这不管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后世教

育史的发展也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对儿童的教育不仅只有智育，而且还有音乐、体育等

方面。可见，柏拉图非常注重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

展，可以说他是提倡“素质教育”的第一人，对受教育者整

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为后世教育的发展也在一

定程度上指明了方向。

３．２　消极影响
柏拉图主张培养精英，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哲学王的

培养。他对受教育儿童的选择特别严格，不管是谁生下

来的孩子，如果资质不行，那就肯定要被淘汰。在柏拉图

看来，他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但从人的平等性、受教育的

平等性来看，这种做法无疑是对第三阶级受教育权的剥

夺，对资质不好的孩子予以抛弃，不符合教育平等和人道

主义精神。

柏拉图主张通过教育的途径来建立理想的国度，所

以过度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

是培养统治者和守卫者，然而否认了教育的相对独立

性［６］。教育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讲故事的

内容、音乐教育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应有

利于培养儿童的法律精神，便于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着重某一方面的功能，可能会对

受教育的全面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４　柏拉图儿童教育观的现代启示
４．１　国家重视儿童教育

柏拉图主张国家办教育，我国的教育体系规定儿童６
岁入学接受正规学校教育。６岁之前的儿童教育，国家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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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当中，只是提倡儿童在正式接受

系统教育前应接受学前教育。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大致分

两类：一种是公立幼儿园，这种幼儿园师资不足，没有得

到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一类是私立幼儿园，这类幼儿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长对教育条件的要求不断提高。

这就要求国家更加重视儿童教育。

４．２　国家专门安排人员统一管理儿童教育
柏拉图主张把所有儿童集合在一起生活和接受教

育，并安排专人负责。我国人口基数大，从中国国情来

看，实施起来肯定困难。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条件下，加大

对儿童教育的投入。国家可以安排专门人员管理学前教

育，重视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尽可能的使每一位学前儿

童接受教育，力图在儿童这一对人生发展起关键作用的

时期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为其整个人生的发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

４．３　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
柏拉图特别注意教育内容的选取，给孩子们讲的故

事要是善的，一切丑陋的都不予考虑，音乐教育等也都对

内容有着严格规定。我国当前的学前教育没有统一的教

材，自然就没有统一的教学内容。儿童时期的可塑性是

最强的，对孩子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决定孩子会得到什么

样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对于统一教学内

容可能不太现实，但至少应具有大概的一致性，比如教给

孩子最基本的知识，教给孩子什么是好，什么是不

好．．．．．．总的来说，应该采取文化知识教学和道德教育
并重的策略，偏向道德教育。从小处来说，这有利于个体

一辈子的发展；从大处来讲，这有利于为国家的发展建设

培养优秀公民。

４．４　对学前儿童进行全面培养
柏拉图不仅强调对儿童进行基本知识的训练，而且

还有情感和道德等方面的培养。从柏拉图主张的这些教

学内容来看，儿童的全面教育思想已初见端倪，这不仅对

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这对我国不管是学前教

育还是其他阶段的教育都是一个很好的指导。对儿童进

行全面培养已经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时代的要求。我国

目前的学前教育，在这一方面做得还有不足的地方，所以

说，柏拉图的全面教育思想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４．５　重视学前教育的环境
无疑，儿童的成长需要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更需要

一个好的教育环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柏拉图所说

的教育环境对于我们当今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但并不是

说我们不需要关注教育环境，相反，教育环境起的作用越

来越大。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化时代，儿童接受的东

西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这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

三方共同努力，给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柏拉图关于学前教育的思想博大精深，这里探讨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柏拉图的儿童教育观固然有其不科

学的一面，然而有很多地方还是可取的，也很有借鉴意

义。纵观柏拉图整个儿童教育的思想，国家树立正确的

教育理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注重对孩子教育内容的

选择以及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使孩子们能在度过一个

愉快童年的同时接受有效的教育，使其一生的发展得到

一个良好的基础，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可以去重点关注

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是我们对柏拉图儿童教育观的诠释，

在实施儿童教育当中可以去借鉴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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