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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互生“理想教育”和“人格

感化”教育思想的意义 ①

匡　晶
（铜仁市教育局 教科所 ，贵州 铜仁５５４３００）

摘　要：匡互生先生在立达学园的教育实践中，刨造性地探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学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一教育思
想的实践有效地使立达学园闻名海内外，在当时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就是今天研究这一教育思想也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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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互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五四”闯
将。１９２５年，匡互生与他志同道合的友人在上海江湾创
建立达学园和立达学会［１］。立达学园将“改造社会”作为

办学宗旨，写入招生简章，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见

的。在主持立达学园的工作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确立立达学园的治学指导思想和

原则为“理想教育”和“人格感化”教育，有效地使立达学

园闻名海内外。立达学园不仅培养了一批有志之士，而

且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我们就是在

今天研究匡互生的 “理想教育”和“人格感化教育”也有

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２］。

１　理想教育
匡互生在创办立达学园之初，其教育思想、办学宗

旨、立场和观点就是十分鲜明的。立达学园将“改造社

会”作为办学宗旨，写入招生简章，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前

所未见。立达学园首先提出 “理想教育”作为进行教育

改革的总方针，也就十分鲜明地解决了教育应当培养什

么样的人的问题。在主持立达学园的工作中，匡互生提

出：“立达应由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师、工友为培育有理想

的学生而组成，它一方面具有互助生活的精神，师生均以

至诚相见，免除一切虚伪。另一方面学校应充满家庭般

的亲爱和温暖，相互关怀，相互帮动，相互尊重，使学生无

形中能懂得人与人之间，本无高低贵贱之分。而应当平

等相待，个人与集体之间，则应以亲爱和互助为主要

原则。”

青年时期是理想的形成与选择的时期，它关系到人

生未来走什么路、做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匡互生把

“理想教育＂作为教育方针置于教育改革首位，并旗帜鲜
明地批判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由此可

认为立达的教育改革，在当时的立达（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不
仅具有重大意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今天我

们强调把立德树人的工作放在首位，目标就是培养有理

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一代新人。

２　人格感化教育
立达学园确定的办学宗旨为：“培养健全人格，实行

互助生活，以促进文化，改造社会。”取名“立达”是采用

《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立己”

是为了“立人”，只有做到“立人”，才能真正达到“立己”。

这个取意可以说是匡互生教育宗旨的概括体现，他认为：

学校的领导、教职工应放下架子，跟学生同学习、同生活，

打成一片，形成家庭式的父子兄妹关系；教师应依靠自己

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去引导学生自觉地学习、自觉地劳

动，主动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自觉地向善、向上；对偶犯小

错的学生，不是训斥、惩罚，而是满腔热情地去关怀，和风

细雨、推心置腹地谈心，以父母爱、朋友情去打动，体贴他

的衣食住行，解决他的生活困难，理解他的喜怒哀乐，解

开他的思想疙瘩。由此可见，匡互生人格感化教育的目

的在于探求人生，发展个性，增加知识，强健体魄，去私忘

我，净化感情，最后求得身心和谐，健康全面发展，即德、

智、体三者相互渗透，以德育人，以智教人，以情感人，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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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们的道德观、理想观，以引导人们分辨善恶，鉴别真

伪，判断美丑，追求真善美，创造人类美好的生活［３－４］。

匡互生的“人格感化教育”目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

具有优良品格的人，这些人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以自

己的言行做好本职工作，并能在工作中不断创新、改进，

以担负起促进文化进步和改造社会之责。作为培养、教

育学生主渠道的学校，不仅应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的培养，

而且还应注重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学校有责任开展多

方面的思想教育活动，创建追求真善美的环境氛围，在生

活中去发现、发掘每一个学生人格上的闪光点。教育的

意义在“引发”而不是“模造”，教育工作应像园艺家培养

花木一样，学校就是花园，教师就是园艺家。

３　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教育
立达学园的宗旨是通过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

育，达到改造社会、拯救中国的目的。匡互生认为，中国

社会百孔千疮，积弊很多，究其原因，不外乎制度和人性

两个原因，要改造中国制度与人性，入手第一件事就是要

改造人。他深感社会改造之要害在于“人心”的改造、“精

神”的改造，而改造“人心”最大的事业莫过于教育。匡互

生提出了要重视生产劳动教育，以生产劳动教育来巩固

人格教育的成果，这是匡互生在教育领域的创造，也是其

教育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匡互生教育思想同他一生的抱负信仰是分不开的，

他的最高目标是改造社会以造福人民，他把教育作为改

造社会的手段，立达学园后来办的农村教育科就是他这

种思想的实践。农村教育科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制度与教

学活动，它要求把书本知识同生产活动、生活实际相结

合，把劳心与劳力相结合，同时把学校教学活动和社会教

育活动相结合。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要改造中国，

把中国建设好，把农村改造好是第一要着。而且，从匡互

生的农村教育科的各种办法及构想可看出他并没有局限

于教育，而是在造就新一代的农民。

匡互生先生献身于革命，献身于教育事业，他与立达

学园的先行者所代表的是２０世纪早期整整一代知识分
子对教育的苦苦求索。他们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为后

人留下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沉甸甸的文化遗产和教育

遗产。知史可以鉴今，在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倡导立德树

人的今天，研究挖掘这笔教育资源，可以开眼界、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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