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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宾塞自我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 ①

吴飞燕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自古以来，教育活动中就特别强调教师的作用。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受教育者本身才是教育活动的关键。
为此，斯宾塞非常提倡“自我教育”这一方法，并阐述具体的要求。这一教育观念直至现在仍有其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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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一直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历史的长河里，
无数教育家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做出了很多贡献。

中国有孔子、孟子、朱熹、陶行知等；外国有杜威、苏霍姆

林斯基、斯宾塞等等知名教育家。每一位教育家针对当

时社会出现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为解决问题

想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如何教育学生”这一问题

上，几乎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学生应该实行“自

我教育”。但是对于“自我教育”，每个教育家的理解又不

一样。在众多教育家中，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思想相比较

而言更加生动、形象。《斯宾塞的快乐教育》就以亲身实

践重点谈及到“自我教育”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斯宾塞

的自我教育思想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并且应该看到它

的当代价值。

１　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思想
“赫伯特·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ｒ，ｌ８２０—１９０３），１９

世纪后半期到２０世纪英国著名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
家和教育理论家。他一生著作甚多，涉及哲学、社会学、

生物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在１９世纪下半叶成为英国
学术界的‘思想泰斗’，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

德’。”［１］斯宾塞认为教育是要实现“为完满生活作准备”

的教育目的，所以把人的活动分成了五类，并由此确定了

教学内容，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在众多教育方法中，

比较有影响的就是“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其实是相对于“他人教育”而提出来的一个

观点。科学的解释就是“个体（群体）根据社会规范和自

身发展的需要，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把自身作为发展对

象，通过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控制而影响其身心发

展的社会活动。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主体性、自控性、内向

性、社会性、终身性等五个方面。”［２］自我教育作为一种教

育方法，早已被教育家们熟知。所以，对于自我教育，他

们有自己的看法。孔子认为自我教育需要时常做到自我

反省，并且受教育者要多参加实践，做到知行合一。朱熹

则“重视运用自律来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３］苏霍姆林

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自我教育的最有力的手段。”［４］不

难看出，每位教育家对自我教育都做了详细的阐述，自成

体系。

斯宾塞认为“学生自己得来的任何一项知识，自己解

决的任何一个问题，由于是他自己通过复杂的心智和意

志活动所得，就永远归他所有。”［５］在这里，斯宾塞强调的

是一种内在动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教育者可以

尝试让受教育者把一些外部的动机转化为内部动机，加

强内因的作用。对于自我教育，斯宾塞也提出了一些具

体的方法。

１．１　让兴趣帮助孩子自我教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想要孩子达到非常好的自

我教育的效果，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孩子感兴趣的事物。

在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存在，那就是：很多时候孩子

的兴趣也许非常离奇，或者是站在家长的视角来看，某些

兴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此，很多家长出于各方面的

考虑，并不会遵循孩子的意愿，反而会强行逼迫孩子转换

感兴趣的事物。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孩子也是一

个有独立思维的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只是因为孩子在心智各方面还不太成熟，所以无法判别

兴趣的实用价值。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孩子的兴趣看

起来是多么离奇，这都是在培养一种自我教育的能力。

孩子的兴趣没有所谓有用和无用的区分，关键看家长怎

么去引导。家长只需记住：绝对不能忽略兴趣蕴藏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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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的推动力。

１．２　帮孩子准备必要的自我教育的工具
斯宾塞说：“孩子的教育过程很像戏剧，有道具和没

有道具效果完全不一样。”［５］俗语有言：“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如果想要孩子自己去学会做某一件事，就必

须准备相应的工具。比如要教会孩子自己洗衣服，那么

与洗衣服相关的东西就要配备好，这样孩子才会愿意学

习怎样去洗衣服。若是跟孩子空谈洗衣服的理论，孩子

永远不会知道衣服该怎么洗。这也间接说明了实践的重

要性。当然，在帮助孩子准备自我教育的工具时，首先还

是要教会他们怎么使用。自我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让孩

子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能动性。在《斯宾塞的快乐教育》

书中，斯宾塞就现身说法，用他教育小斯宾塞的例子来证

明了工具的重要性。在小斯宾塞对蚂蚁产生兴趣的时

候，斯宾塞就替他拟出一份关于蚂蚁的研究计划，给他工

具，让他按照计划来研究。计划的设置可以让小斯宾塞

学习更有动力和目标，能自己主动去学习知识，让小斯宾

塞对知识有了一种内在的渴望。这就是准备相关自我教

育工具的价值，它可以让教育者更加省时省力，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１．３　让孩子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和儿童协会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都需要处在一个集体中才不会

感到孤独，从而感受到自我价值。作为缺乏一定安全感

的孩子来说，与同龄的孩子相处会让他们在心理等各方

面健康许多。虽然每位教育者都曾是孩子，但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理解孩子。所以，这种时间差和思维差就让教

育者和孩子之间有交流的障碍。但在同龄的孩子之间这

样的问题一般都不会存在。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志趣相

投，有更多的话题。“让孩子们组成活动小组、兴趣小组，

可以使他们相互激励、交流，也可以把兴趣与一定的团队

目标结合起来。”［５］孩子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不仅能明白

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还能增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１．４　让孩子自己拟定一个计划
每个人都渴望自由、无拘无束。假设一个学校没有

作息时间表，很多人都会像挥霍空气一样对时间毫不在

意。其实孩子天生就缺乏时间观念，所以作为教育者必

须引导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不难发现，现在的某

些家长喜欢给孩子制定计划，时间一久就会导致孩子的

厌烦情绪。不妨让孩子自己做计划，可能刚开始他自己

会按计划做，但接下来又忘记了。作为父母，可以时常提

醒孩子，然后针对孩子每天的表现打分，一周或者一个月

做一个评价，适当给予孩子物质或精神的奖励。久之，孩

子自然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这是一种慢慢正强化的作

用，一点一点让孩子觉得按照自己设定的计划做可以有

效果，长此以往孩子就可以自觉地给自己安排计划了。

１．５　从一定程度的生活自理开始
一般来讲，一个生活自理能力差的孩子，其自我教育

的能力也会较差，这是一种成正相关的趋势。生活中总

能看到很多“高分低能”的孩子，这说明他们在学习上的

自我教育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自我生存能力尚存欠

缺。这是当今很多家庭在教育孩子时都不太注意的地

方。斯宾塞认为：“到了有一定自理能力的年龄，应该让

他学会生存，比如洗衣、做饭、扫地，只要不是完全把他当

做劳动力来对待就行了。”［５］其实生活自理，更意味着培

养孩子独立、不依赖的意识和劳动的习惯，这都是非常难

能可贵的品质。一定程度上说，从生活自理开始教育孩

子是自我教育的有力的手段。如果能够重视培养孩子这

一方面，至少孩子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

１．６　让孩子独立完成一些与生活有关的事
孩子也是家庭中的一份子。现实里常常可以看到，

家长总是在观念中认为孩子太小，不能参与家庭中的很

多决定，其实这是错误的。孩子不是附属品，他们也有自

己的意识，可以自己决定和独立去做很多事情。比如出

去旅游，可以让孩子决定该“带什么东西，遇到情况该怎

么办，在哪里吃饭，哪里住宿，花多少钱等等”［５］。这样，

孩子在旅游的过程中会学到更多的东西，更能够培养他

的责任心。家长不要过多地去干涉孩子，更多的时候可

以扮演一个指引者的角色，在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告诉

孩子怎么做，由他们自己独立完成某事会让他们成长

更快。

２　斯宾塞自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２．１　明确教育目的，为培养“什么样的人”指引方向

“教育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所需要

的人的总要求，是学校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规

格。”［６］教育目的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社会需要怎样的人，学校就以这样的社会标准为教育目

的，培养相应的人才。在经济、科技都快速发展的今天，

如果学生依旧被动地去接受知识，那么很可能会跟不上

社会变化的脚步，被社会抛弃。“２１世纪教育的主旋律应
是‘自我教育’。”［７］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思想就顺应了这一

潮流，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思想

从头至尾都体现出要培养一个独立的、可以顺应未来社

会生活的人。这一点也正和现代的教育目的相契合。所

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明确了教育的目

的，为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指引了方向。我们需要做

的就是集中全力实现这一教育目的，为社会输送更多的

人才贡献一份力量。

２．２　充实教育内容，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
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已无法去明确教育的内容到底包

括了什么。但是可以把所有的内容都大致划分，归纳到

“德智体美劳”五方面。为了适应多变的社会，学校必须

充实教育的内容。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思想就明确提出作

为教育者应该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客观环境，要顺应学生

内在发展的需求。教育的内容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本知

识，更多的是需要带领学生去实践，从劳动中获得一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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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愉悦。这些都是以往的教育内容所不太重视的部

分，而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斯宾塞

的自我教育思想在另一层含义上，不只限于学生的自我

教育，还有教师的自我教育。教师只有提升了各方面的

能力，才能把学生教好。因此，对教师各方面的要求都相

应地提高了。而要实现教师和学生的自我教育需要长时

间的详细规划，未来的教育内容应该在这一部分有所

侧重。

２．３　丰富教育方法，有效克服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端
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思想是在他教育小斯宾塞的过程

中总结出来的。小斯宾塞在斯宾塞的教育下成为了一个

相当优秀的人。斯宾塞在教育中并未采用很特立独行的

方法，只是更多地给予小斯宾塞时间去想想他自己需要

什么，想怎么做，让他自己教育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作

为教育者可以看到，在当今教育中，学生缺乏自主性是学

校教育很大的弊端。学生无法决定自己想要学什么，一

进学校就被满满的课程所充斥，整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学生无法停下来想想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因此，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斯宾塞的自我教育强

调的是学生的自我学习、自我监督，从很大程度上可以克

服传统教育的弊端。学生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才能

坚持下去，才会成长。当然，在斯宾塞的自我教育思想下

还有其余的教育方法，这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广大教

育者可以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

教育出更多有成就的学生。

斯宾塞是教育界闪耀的一颗星，他的自我教育思想

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斯宾塞的自我

教育思想才能流传这么多年，并且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受

到启发。江泽民同志曾说：“青年时期注重思想道德修

养，陶冶情操，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对自己一生的奋斗和成就将会产生长远而巨大的作

用。”［８］这是一个美好的展望，但是教育能做到的方面毕

竟有限，所以，作为受教育者，应该有自我教育的意识，从

各方面提升自己，无论怎样，教师等要素都是外因，真正

推动自己前进的还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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