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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钱穆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和教育家，曾经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里教书育人，而且在祖国的大陆以及

香港和国外都进行过教学，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教育经验，也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钱穆认为各阶段教育有着各自独特的

任务，小学教育就是生活教育，中学的教育一定要重视文化和人才教育，而大学则需要关注通识教育德性教育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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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穆的小学教育观

钱穆在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开始了教书生涯。

1919年当年仅26岁的钱穆在听完杜威来华的演讲后，认为他的

思想与中国古人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差别，就产生在中国国内的

小学教育领域内进行改革的念头。当时的中国小学的教材也都

已经改用了白话文体．穆在1918年出版了《论语文解》一书，

目的是通过指导学生作文以便考察白话文对于幼童初次接触学

习的利弊。

钱穆于1919年担任了无锡后宅初级小学的校长一职，开始

推行自己的教学理念。他改变传统的教条式课程，把体育课和

唱歌课转变成生活里的场景，后宅小学不设体育和唱歌课，而

是每天让师生都要在一起唱歌锻炼。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学生们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唱歌、锻炼是生活的一部分，极大的改善了

师生关系。钱穆说： “欲使学校章则生活化，此事较复杂。首

先，余意欲废止体罚，勿使学生视学校章制如法律，误认为一

切规矩皆是外面加上之束缚。使规矩能生活化，岂不是教育上

一大目标乎。”对于那些教师眼中的顽皮学生，钱穆都是力求

与他们的父母沟通，让学生慢慢的被教化从而改变不好的习

惯。一般来说，小学生都害怕写论文。钱穆在课堂教学时是让

学生相互讨论将要写的材料，然后再让他们把所想到的以及听

到的结合自己的感受运用到作文的写作当中。大多数孩子都喜

好玩耍，钱穆就因势利导的让他们在玩中去学，这就是钱穆的

教育生活化的实践，正如他所说： “而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

诸生不啻如自其口出。此为余半年中所得一大语文教学经

验。”

二、钱穆的中学教育观

在1922年到1930年这九年间。钱穆在厦门集美学校、无锡

三师、苏州中学等校进行中学教学工作，认为普通中等教育是

在以文化教育为手段的同时要以人才教育为目标。1919年五四

运动之后，中国的教育界里开始受到各种外来教育思潮的侵

人，郑世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里这样评价： “民主主义弥

漫全国，对于教育宗旨的争议不下，意见不一，迄未建立中心

思想，教育政策也随之纷更不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

的中等教育思想立足国家教育并且还提出了文化教育与人才教

育两大口号，并提出宗旨是培养“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

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

钱穆认为中等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是国家教育的中间一

环。他高举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两大旗帜，前者以本国教育为

主，后者则包括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文哲、历史、艺术诸

门等等。他认为中等教育首先要以本国语言文字为中心，给中

学生打下扎实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还能培养学生们爱国，更

对学生们自身文化素质的积淀大有好处。此外，钱穆还为中学

国文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很多建议，并且他还认为中学阶段教育

所学的知识在一个人的受教育生涯里并应该占据最高的地位。

在钱穆看来“中等教育本与大学有别。知识学业之传授，并不

当占最高之地位。青年期之教育，大要言之，应锻炼体魄，陶

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主，而传授知识与技能次

之”。

三、钱穆的大学教育观

钱穆和大学结缘长达半世纪之久，他的大学教育理念是在

实践中形成的，更是他对学问以及学术的不懈追求。

首先。他认为当时的大学应该是以“通人尤重于专家”的

通识教育为主。当时中国的大学都深受美国大学的影响。尤其

重视专门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且大多数人都认为文科是无用

的学科。而在钱穆看来，大学的本科阶段教育应该重视各科文

化知识的教学，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则可以偏向专门化的选课。

他认为大学本科教育实行选课制会遭遇到以下情况： “今使二

十左右之青年。初人大学，茫无准则，先从事各人之选科。若

者习文学，若者习历史，若者习哲学，若者习政治、经济、教

育。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学者不察，以谓治文学者可以不修

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

以往，在彼目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

人。”．

其次，他提倡大学的学术研究并认为“首先应该培养一种

优良的学风。而求在学业上有创辟，有贡献。否则大学教育便

失却了灵魂。”钱穆心目中的好学生要重视科学研究，并认为

大学教师的责任就是带领打学生进行大学研究。在教学实践

中，钱穆在创办新亚书院的同时也创办了新亚研究所。主要是

从事历史文化研究以及南洋史地研究等等。在人才培养方面，

钱穆创办的新亚研究所培养了余英时、逯耀东等著名的史学

家。钱穆认为学风的笃实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必须的体

现，也是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因此他告诫学生要脚踏

实地以及货真价实。最后，钱穆倡导“为学与做人融通为一”

的德性教育。钱穆亲自修订的《新亚学规》里写道：“求学与

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

学，求学的最高旨趣在做人。”他强调教师不仅要为学与做人

并重，更要教会学生做人， “我们的教育理想．不仅在指导学

生如何读书、求知识，同时也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好让他

们懂得如何凭籍他们的知识，来为社会服务。我们希望指导学

生，做人更重于读书，事业更重于职业。”

四、总结

钱穆把一生都奉献在教师岗位上。在有限的生命里就执教

了75年，执教过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等多所学校，培育出了无

数杰出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钱穆对各阶段的教育做了充分

论述，他心中的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

段，这事关着国家乃至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钱穆为中国的教

育事业尽心尽力的工作着，其弟子余英时评价钱穆是“一生为

故国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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