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 卷　 　 第 1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Vol. 41　 No. 1
2024 年 3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24

[投稿日期]2023-09-14
[基金项目]2022—2023 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2GJJG033)
[作者简介]贺立军(1971-),男,河北昌黎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李大钊教育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当代价值
贺立军,

 

王露露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是著名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家和教育者。 在其短暂却辉煌的一生中,他对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事业进行了积极探索。 李

大钊所主张的教育普及、建立新人生观、以科学消蒙昧、游玩应与教育一样重视、教育应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思想构成了李大钊教育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李大钊的教育现代

化思想,不仅能够使我们领悟李大钊救国救民的热切情怀和思想理路,还能够为我国教育现代化事

业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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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教育为社

会发展、民族腾飞夯实基础,为文明进步、人的全面

发展提供路径。 教育现代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面
对世界发展大势,各国都在找寻提升其综合国力的

途径。 作为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教育者的李大

钊,在他所著的诸多马列主义文章中都对教育问题

进行了积极探索和科学阐发,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

一新的看法和主张。 通过系统梳理李大钊本人教育

现代化思想的内容,能够为新时代推进我国教育现

代化事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李大钊教育现代化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李大钊(1889—1927)成长于中华民族内外交困

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既有内部矛盾又有外敌入侵。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各国的国力在第二次工业

革命后迅速提升,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却迅速衰败

并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甲午战争失败、
八国联军侵华等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苦难使李大

钊极为痛忧。 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之中是李大钊

教育现代化思想形成的出发点和动力。 他逐渐意识

到,中国的落后源于文化的落后,而文化的落后则导

致国民素质的倒退,要想推动思想文化进步,则必须

革新教育事业。 但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已难以适应时

代发展,我国民众不仅遭受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

其思想的腐蚀,而且受到西方侵略者对其思想的侵

蚀,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李大钊开始进行教育现代

化方面的探索。

(一)封建教育制度难以适应时代发展

　 　 李大钊出生于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晚清,从小

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十六岁时还参加过科举考

试,对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制度有着切身体会。 在李

大钊看来,当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国家内部起义不

断,外部列强又频繁来袭,教育处于一片追名逐利、
脱离现实的沉闷压抑之中。 首先,就封建教育内容

而言,在封建教育制度下所培养出的人才严重脱离

社会实际。 学校教学内容单一,只注重对儒家意识

形态的传承而忽视了教育的其他方面,如素质教育、
人生观教育等,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乃如万派奔流

以向政治之一途” [1]121。 其次,就封建教育培养目标

来看,以培养封建官僚政治人才为重点。 李大钊指

出,在封建教育制度下,受教育者把入仕做官、光耀

门楣作为读书的目的,而统治阶级希望把读书人培

养成没有自我思想和人格独立的奴仆,如此造就了

一批只知埋头读书的知识分子。 但就是这种落后的

教育,仍然是“寒门难出贵子” “女子无才便是德”,
平民百姓与达官显贵差异巨大,京都重地与偏远乡

县差距显著。 面对此种落后教育,李大钊认为已经

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刻了。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

才,特别是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对人才的要求

更高。 当时的封建教育不可能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现代化人才,所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无法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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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国家发展的重任。 他认为,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

思想、教育内容等方面都已经与世界发展大势相违

背,教育改革亟需推进,因此他从社会改造的目标出

发,希望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提高全民族素养以达到

“救世”的目的。

(二)君主专制制度腐蚀国民思想

　 　 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在中国沿袭千年

而未倒,使得国家发展裹足不前。 这一问题在近代

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

这一问题并对此产生疑惑。 中国作为一个疆域辽

阔、物产丰富、人口基数大的国家,本应国富民强,引
领世界发展,然而如今的中国却国力衰弱,人民困

苦,灾难接踵而至。 这是为什么呢? 深入思考后他

得出结论“君主专制之祸耳” [2]287。 在君主专制制度

下衍生的教育,必然也是为封建专制所服务的。 而

封建社会,影响最深远、体系最健全的莫过于以孔子

为代表的儒家教育。 儒家教育中某些思想与当时社

会进步潮流相悖,却依然“为专制君主所利用” [2]429。
封建制度所催生出的封建思想在无形之中侵蚀着国

民的思想,在统治阶级的思想奴化下,民众精神面貌

颓废、政治意识淡薄,人们的思维逐渐转变为只会依

附和服从,志气和傲骨荡然无存。 在《新旧思潮之激

战》一文中李大钊提到,回头观望我们中国,无论是

新兴还是旧有,无一不是颓态显露,“不肯用自己的

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 [1]432,总想利用时机钻小空

子,借他人之势来摧毁自身敌对。 面对封建专制对

国人施加的思想牢笼,李大钊深感“国势之危迫”。[3]

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中支持“教育救国”的呼声

甚烈,李大钊受其影响并将教育救国看作一剂救国

良药。 他指出:“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 [2]76

他倡导社会上的仁人君子,奋起奔走,拿出争权夺利

之魄力,将其用于兴办教育,并断言十年后必将取得

可观的成效。

(三)西方侵略者对民众思想的侵蚀

　 　 思想上的侵蚀是深度侵蚀。 为达到更高的侵略

效果,外敌入侵后开始在我国传教、办报、建校,企图

利用这些活动宣传部分外来文化,以达到荼毒我国

民众思想、奴化我国民众的目的。 侵略者以民众个

性淳朴、命运苦痛和内心愁闷为切入点,给人们灌输

人生苦痛的观念,包括不抵抗主义来达到对我国民

众思想的侵蚀和腐化。 在李大钊看来,此时的人们

深陷愚昧盲从之中,要想使人们走出愚昧,使社会走

出黑暗,就必须使社会成员接受系统的科学的教育。

二、李大钊教育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主张教育普及

　 　 教育作为固本培元的要事,必定要普及于全体

民众,而非将教育对象划为高低贵贱而区别对待。
李大钊曾说,要想使教育真正在我们国家得到发展,
必然要使各个群体、各个地区的人们自由地拥有受

教育的权利与学习的机会。 因此,李大钊主张教育

普及,尤其应普及到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 具

体来讲,李大钊的教育普及思想主要体现在注重劳

工教育和妇女教育两个方面。
首先,李大钊认为应重视劳工教育的普及。 李

大钊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是

农民,因此需要格外注重保障劳工的权益。 李大钊

在《劳动教育问题》 一文中指出:“ Democracy 的精

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

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

会。” [1]408 在他看来,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所学

知识有限,因此现代的教育不是说设立几个专门学

校走走过场,而是“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 [1]408,给
一般劳作的人提供一个休息学习的场所,满足他们

对知识的渴望。 加上李大钊多年在北大任图书馆主

任,他认为图书馆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要想

发展教育,全国人民就必须能有随时随地学习的机

会,换言之,即“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

室” [5]172。 因此,只要是劳工们的汇集之处,“必须有

适当的图书馆、 书报社, 专供人休息时间的阅

览” [1]408。 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人生的第一要求就

是要达到光明与真实,而通过教育获取知识则为人

生达到光明与真实指引方向,教育可以使人摆脱愚

昧,扫清人生发展的障碍,只有接受教育,增加知识

储备,提高文化水平,才能够提高自身觉悟,谋求自

身解放。
其次,李大钊指出妇女也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自古以来,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女子没有社

会地位更无受教育的权利,面对女子必须缠足、不允

许参加科考、不能自由出门等种种歧视女性的封建

纲常,李大钊予以猛烈批判,同时指出女性应该与男

子一样,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男女各有特点,二者之

间是对等的关系,相互补足,无谓依附。 不仅如此,
他还认为无论是生活所需还是职业所要求,女子都

“有教育的修养的必要” [4]21。 给女子提供更多的受

教育机会一定程度上比女子拥有参政权更为紧要。
1918 年冬天,李大钊返回家乡,他热情地劝说乡亲们

利用华严寺来创办新学堂,不仅招收男孩子,还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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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把女孩子送去接受教育,学习知识。 在他的

游说和劝解下,先后有几十名女孩子进入学堂,其中

一部分后来还考上了县级中学。 李大钊甚至还“与

乐亭县教育局联系,(当时的教育局局长白紫鸣)每

年给学校拨款两千吊钱” [6] ,为孩子们分别请来男女

教师,教授知识。 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李大钊教育普

及思想的真实体现。

(二)主张建立一个新人生观

　 　 从现代教育角度出发,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人

的心灵,在于培养人的独立人格。 在李大钊看来,中
国国民由于长期遭受压迫而过度迷信权威和消极被

动。 因此,他非常重视和提倡加强人生观教育,鼓励

人们建立“新人生观”,并认为这是人们受教育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李大钊看来,人们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对于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他在《演化与进步》一文中劝告人们像马克思

创造经济的历史观一样,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去
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 不要悲观,应当乐观” [4]192。
这一思想尤其表现在当时频频发生的青年自杀问题

上。 针对青年自杀问题,李大钊认为除了找出青年

自杀的原因之外,还需得从青年自身入手,强化人生

观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能减少青年

悲观厌世的想法,简言之就是要“使个人的品性加

强”。 他在《论自杀》一文中指出:“我的朋友陈独秀

先生说:‘救济厌世的人生观,是救济一切自杀的根

本方法。’ ……罗家伦先生的三个救济方法里,亦有

‘新的人生观’ 一条,都是透宗之语。” [4]41 他在《青

春》一文中提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这

一崭新的人生观,激励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忧愁苦

闷的青年对未来社会建立的美好信心。 李大钊倡导

青年直面现实,接受现状而又勇于奋斗,消弭自身悲

观消沉的消极情绪,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引导青年

求达真理,对于青年树立“新人生观”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 李大钊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所提倡的“新人

生观”教育,正是与当今现代教育新要求不谋而合。

(三)主张以科学消蒙昧

　 　 外敌的入侵伴随着外来文化的输入。 当时的人

们由于生活在黑暗困苦之中,急于寻求精神寄托,从
而盲目地将希望寄予宗教之上。 面对此种情况,李
大钊指出,要想将人们从愚昧盲从中拉出来,使社会

走出黑暗迎来光明,需得依靠科学的精神。 李大钊

回忆了科学传入中国的情景并说道:“一般愚暗的人

都说是异端邪教。” [1]469 在他看来,一味将希望寄托

在宗教上,只能阻碍人们到达光明与真实,而科学的

知识却可以为人们到达光明与真实指引方向。 只有

向人们宣传科学的精神,引导社会成员接受科学的

教育,才能够提升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人们摆脱

愚昧无知。 但是“我们反对宗教的运动,不是想靠一

种强有力者的势力压迫或摧残信仰一种宗教的人

们,乃是想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阐明宗教束缚心灵的

弊害,欲人们都能依自由的判断脱出他的束缚与蒙

蔽” [4]79。

(四)主张游玩应与教育一样重视

　 　 李大钊认为,随着社会的逐渐进步,人们的生产

工具和生产组织都改变了,机械逐渐代替人力,人们

从山林自然之中脱离,精神层面的疲惫与苦闷日益

加深。 然而个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体现在身体方面,
精神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通过有益于身体发

展的娱乐活动来调节慰藉人们的苦闷疲惫是很有必

要的。
在李大钊看来,游戏玩乐不单单是放纵、消极的

代名词,他对于“游玩为生活的训练的预备”这一观

点是持肯定态度的。 他指出,于男孩子而言,总喜欢

玩一些建筑创造获得的动作,而女孩子总喜欢玩抱

弄小孩的事,这是在作母性的准备。 由此得出“游玩

是自然的训练的表现,是自然的学校的一部,是第一

级的课程。 游玩一事,于小孩子固是要紧了” [4]87。
不仅如此,于成年的工人而言“亦是最高无上的再造

者” [4]87。 可见,在李大钊看来,游玩于人们而言,不
应该是一件奢华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为我

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甚至从自然训练的角度出发,
游玩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协作,强身健体,为轰轰烈

烈的社会改造运动打下坚实基础。 李大钊在《五一

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中写道:“游

玩占我们生活的三分之一,并且是最重要的三分之

一,可以苏慰工作的疲倦,可以免除堕落的恶习,可
以回复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畅旺,可以补少年时教育

的不足,可以与人以机械的生活所缺的变化与迁动,
并机器产业所毁坏的训练,增加人们产业的、政治

的、社会的效能。 游玩应与教育一样重视。” [4]87 从

游玩有益于人们身心发展的角度出发,李大钊认为

所设立的游玩机关不应只局限在商业层面如剧院电

影院等,还应该涵盖社会层面如公园、运动场、学校、
俱乐部等,增加人们锻炼的机会,弥补学校教育的不

足,为社会改造运动培养身心健康的强大后备力量。
李大钊所提出的以游玩促进步的观点与今天我们所

倡导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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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教育只是少部分人可享有

的权益,不仅如此,它还与生产劳动相脱节。 作为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平民教育力倡者的李大钊,
格外强调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

在 1919 年李大钊就曾撰写文章鼓励广大知识

青年作深入农村的先驱者、开拓者,加入到农村开

发、农民启智的活动中去,打开农村培养民主主义的

广阔天地。 在文中,李大钊表达出了他对广大青年

的殷切期盼,他说青年应该早早地回到农村,将自己

的生活经营得简单些。 无论是劳心还是劳力,无论

是种菜还是耕田,又或是去做一名小学教师,拿出一

日中八小时时间去做一些利人利己的事情。 除此之

外的时间,“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
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

上的道理” [1]425。 在他看来,只要劳工团体中融入了

知识阶级,知识阶级就为劳工团体带去光明,驱散

黑暗。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主张青年知识分子深入

田间地头,将自身所学运用到生产劳动中。 他指出,
青年应一方面做启发工人农民心智的工作,另一方

面在此过程中做提升自身的工作,如此既能够改善

当时的农村现状,又可以带领广大群众叩开文明时

代的大门,用知识的光明驱散笼罩在农村上空的黑

暗。 李大钊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研究实际问题的重

要性,倡导教育活动要立足实际,将理论与现实结合

起来。 顾明远先生曾说:“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现代生产对现代教育提出的普

遍规律。” [7]在当时我国的社会背景下,李大钊所形

成的关于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非常难

能可贵的,它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三、李大钊教育现代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就新时代教育发展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以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8] ,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对我

国教育事业的认识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以史鉴

今,论从史出,回顾李大钊教育现代化思想,可以为

我国教育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这对我们在全

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文本的解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新的研究和阐释具有极大

的时代价值。

(一)不断创新教育公平发展路径

　 　 作为平民教育的有力倡导者和实践者,李大钊

身体力行地为促进中国教育普及奔走呼号。 他不仅

呼吁中国的教育应该向农工、妇女、儿童普及,而且

还一直积极寻找教育普及的有效实现形式。 随着对

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愈加深刻,李大钊逐渐意识到

做工的穷人如果不能接受教育是“民智发达上一种

缺憾”,于是萌发组建工读互助团想法并将其付诸实

践。 他不仅撰文鼓励,还捐款资助工读互助团的兴

建,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仍然给予了李大钊思想启

迪,使他意识到城乡是一体的,不能只是片面重视城

市教育,还应深入农村,重视底层人民的教育。 李大

钊的这种想法对于当今我们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仍

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缩小教育的

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 [9]首先,就城乡间教育

不平衡问题而言,应继续推进国家所制定的城乡教

育一体化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重点把握城乡间

不同特征,尊重差异,鼓励城乡学校从自身实际出

发,创造性地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实现城乡教

育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其次,就区域间教育不平

衡发展问题而言,教育部已与其他多个部门联合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指出教育资源应率先惠及欠

发达地区。 一方面,发达地区应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可以在保证本地区师资力量、学科建设及教学质量

的基础上,利用新媒体等技术,打破教学活动的空间

限制,促进教育的普及化发展;另一方面,欠发达地

区也可以合理利用开放的优质资源,寻求突破,在学

习交流中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再次,就教

育校际差别问题而言,要健全资源配置政策,坚持做

到教育投入平衡,坚持以平等原则、补偿原则进行教

育资源的合理化分配,逐步实现优质校与薄弱校之

间的合作,推动校际共同发展。 最后,就教育群体差

异而言,在坚持教育普惠性的基础上,更要兼顾群体

特征,不断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差距,根据学生个性发

展需要,提供合适的教育,真正做到能够不论性别无

谓贫富地使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享有良好教育。

(二)坚持知识教育和价值教育相统一

　 　 所谓知识教育是指教师立足学科背景,结合课

程教材将知识技能传递给学生;所谓价值教育是指

教师要通过课程教学和素质教育将主流意识形态价

值观传递给学生,以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10] 李大钊在对革命青年的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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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既重视对青年进行理论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

育,同时又不忽视对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 他

强调在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将人格教育看作巩固

知识教育的手段。 李大钊所提出的这种教育思想在

注重青年主体性的基础上,使青年各方面素质综合

提升,与我们当今教育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五育融

合思想不谋而合。 在德智体美劳五育中,知识性和

价值性是一体的,价值层面的教育作为知识教育的

补充形式,是一种理想的激发、信念的升华。 就学校

而言,要提升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系统性和整体

性,加大力度解决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五育分离、离散

状态等问题,探索建构“五育融合”的学科、管理、教
学体系,落实“五育并举”相关机制。 学校应强化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也不能

忽视对学生的价值引领,身心两手抓以助力学生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就教师而言,在日常教学活动

中,要将价值教育寓于知识教授过程中,真正将传道

授业与价值引领结合起来,“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 [11] 。 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融入价值观

念,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学思践悟,用实践检验学习成果

　 　 李大钊以身为率站在斗争一线,不仅积极教育

广大青年、农民、知识分子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还呼吁他们勇于投身社会实践,并亲自领导了一

大批有志青年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 他认

为,参与革命实践是人生的必修课,提倡人们在革命

实践中得到锻炼。 理论源于实践,必然不能脱离实

践。 无论是青年、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在成长成才历

程中,不仅要读万卷书感知理论知识的魅力,更要行

万里路,将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的活动中去,坚持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统一。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作
为当代青年学子,要密切将思想实际和学习实际联

系起来,积极抓住学校提供的实践机会如理论宣讲、
返家乡社会实践等活动将自身与国家紧密相连,真
正做到实际行动与所学知识相结合,理论与现实相

结合,在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增强理想信念;真正能够

做到学有所思、知行结合,将所学思想用于观察世

界、思考人生中去,切实做到将学习成效与力量源泉

的成果转化。 另外,党中央将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

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

实践。 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

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

的。” [13]广大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中更要立足我国

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基层“把脉问诊、解剖

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4] 。 新时代,我国面临新

的发展机遇、新的战略环境,矛盾更复杂,形势更严

峻,调查研究是获得科学认识从而作出科学决策的

首要环节。 就广大干部而言,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

究的过程就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运用的过程,
要将自身真正融入群众,将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

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在实践中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

困难的实际成效,真正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四、结语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者,李大钊

对我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铁肩担

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一生的不懈追求,也是

他短暂而又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虽然李大钊的一

生只度过了 38 个春秋,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和思想财富。 李大钊的教育现代化思想是在中

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境遇下根据中国教育发展状况所

提出并逐步发展的。 虽然时代在改变,但李大钊的

教育现代化思想对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教育

强国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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