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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马卡连柯体育教育思想进行分析，结果认为: 马卡连柯体育教育思想主要表现

为: 全面发展兼个性化的教育观、体育活动的作用在于身体锻炼的同时发展集体性、分段式的儿童游戏、教师观察学生、
建立自我形象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学校体育实际，认为马卡连柯体育教育思想对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具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强化体育活动的作用在于锻炼个人身体的基础上发展集体意识; 儿童游戏具有阶段性，指导要

恰当; 体育教师要善于运用教育的技巧; 正确处理体育教学中的课堂纪律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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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arenko Physical Education Thought and Its Use for Ｒeference
SHAO Weide，HUANG Ting，LI Qidi，HuJianHua

( PE Academic Institution，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I find that The Makarenko Education Theory mainly contains five
aspects．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zation． The effect of physical activities lies on physical
exercis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Sectional games for children． Teachers should observe student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 one’s self － image． And then combining these points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physi-
cal education，consider that The Makarenko Education Theory has the following significance on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
form in China: teacher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hysical activities to build up students’body as well as their collective
awareness; childish games include many stages，therefore，teachers should apply appropriate methods; gym instructors must be
good at utilizing teaching skills; teachers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room discipline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correctly．
Key words: Makarenko;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significance

安东·谢妙诺维奇·马卡连柯( 1888 － 1939 ) ，

苏联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和作家。马卡

连柯的教育实践活动与他的教育理论探索从来就是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教育诗篇》是 他 用 十 年

( 1925 － 1935 年) 心血写成的书，按照他自己的说

法，，这是他的“全部生活的诗篇”。1935 － 1936 年，

马卡连柯根据自己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

社工作的丰富经验写成了一部有关教育工作方法的

理论著作，题名为《教育过程的组织方法》，并开始

创作第二部教育文艺作品《父母必读》，这原本是四

卷本的作品，但在其逝世之前只完成了第一卷，准备

了第二、第三卷的素材。《父母必读》第一卷首先是

在 1937 年由《红处女地》杂志分期发表。
马卡连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在与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中及时间中建

立了教育理论，揭示和论证了教育科学中许多最现

实最复杂的问题，并指出在教育实践中应怎样以共

产主义道德精神教育儿童，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前

苏联学校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原理、原则

和方法。
目前，对马卡连柯的体育思想的研究很少，可以

说几乎没有，本文基于中俄文化交流和洋为中用的

视角，重读马卡连柯著作，并在前任研究文献的基础

上分析与探讨马卡连柯的体育思想及其对中国学校

体育思想的影响。

1 马卡连柯教育理论对中国学校体育的影

响前期研究概述

有关马卡连柯教育思想对中国学校体育影响方

面，我们主要可从两个途径来认识: 其一是查阅相关

的书籍与教材中有关体育方面的论述。如在由麦丁

斯基著的《马卡连柯的教育学说》一书中，作者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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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马卡连柯的体育和美育思想。马卡连柯在《教育

诗》中写到“我们惯于批评人们的最重要之点，就是

力量和美德”。马卡连柯非常注意教育工作中的体

育训练。整齐运动、散步、游戏和运动，体操、劳动和

军事操练，这些就是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

公社所采用的各种体育训练的方法。［1］

吴式颖编著的书籍中指出: “马卡连柯特别注

意军事化，但不赞同照搬照抄，他坚持认为，军事训

练与军事化不能完全一致，军事训练是射击活动，骑

马活动和军事学科的学习。”［2］而军事化已成为一

种“美学”，这对儿童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军事化之

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保持了集体的力量，防止不明确

和不得当的行为，也防止了推脱懒散和松懈疏怠的

行为。
“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论文中收集

的观点是:“马卡连柯在重视智育的同时，他高度培

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人才。从近、
现代教育史看，他是落实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劳

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原理。在他所领导的教

育集体中，就是以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基础。
社员们每天在学校学习四个小时，同时在工厂里进

行有定额的四个小时的劳动，还有从事各项服务性

劳动，参加各种形式的科技活动和文体活动。”［3］

另一个途径是查阅有关马卡连柯体育思想的研

究论文，结果显示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从以上研

究文献来看，笔者认为对马卡连柯体育教育思想的

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质量上明显不足，还有很大的研

究空间。

2 马卡连柯体育教育思想

2． 1 全面发展兼个性化的教育观

关于马卡连柯的教育目的问题，贯穿着他的全

部著作，也贯穿着他的整个世纪教育活动。马卡连

柯关于教育目的的理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学说，以及当

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为出发

点的。他认为，教育目的应当服从于政治的目的，

“……是从我们社会的需要、从苏维埃人民的意向、
从我们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我们的斗争的目的和

任务里产生的。”由上可见，马卡连柯认为，一定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一定社会的教育目的，资本主

义国家的教育目的和我们的教育目的在表面上看来

( 如培养匿生，工程师等等) ，似乎有些相同，但实质

上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一点，马卡连柯写道: “医

生、工程师和铸造工人，不只是我们工人阶级才需

要，西欧资产阶级对教育家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但

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干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部，除

了职业的共同性以外，在个性特点上完全是相反

的。”［4］29

马卡连柯所确定的教育目的不仅适应了当时

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而且也充

分反映了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本内

容。这表现在: 第一，他强调了德，智，体，美各个方

面都得到发展，其次，他强调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相结合。“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教育革新家马

卡连柯所要培养的人，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代新

人。”［4］23马卡连柯是非常重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的，他不仅要求新人具有丰富而系统的知识和一定

的文化水平，具有崇高的政治道德品质，同时还应当

具有健康的身体，生产劳动的技能与习惯，以及欣赏

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同时，他很重视发展学生的个

性和才能。
同时，马卡连柯在《教育目的》这篇文章中，在

强调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者所应具有的那

些一般品质的同时，还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发展每个

学生的才能、爱好和个性。［4］32 根据马卡连柯的意

见，所谓教育目的就是: 人的个性的培养计划，人的

性格的培养计划。同时，他把个性方面的一切内容

都包括在性格的概念之中，这些内容指的是: 外部表

现和内心信念的性格，政治教育、各种知识、人的个

性方面的整个面貌。他认为，“我们教师应当有这

样的人的个性培养的计划，我们应当力求实现这种

计划。”［4］30

2． 2 体育活动的作用在于身体锻炼的同时发展集

体性

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马卡连柯的教

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对体育同样给以极大的关注，

甚至把它置于学校工作中的首要地位。早在 1932
年他在《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一文中明确

地指出:“不管我们对于生产工作和学校给予多么

重大的意义，都应当把培养健康的一代的任务放在

首要地位。我们需要健康的生产者和建设者，那些

软弱的神经衰弱的人会损害我们的事业的。”［4］49 为

了达到教育目的，马卡连柯坚决地把“健康、善于工

作和有斗争能力”这三条作为指导我们办好学校教

育事业的原则。
马卡连柯很重视体育的目的性。如所周知，古

代希腊的斯巴达人是很重视体育、重视人的身体锻

炼的，但马卡连柯却对它持批判态度。这是因为他

坚决主张:“我们的教育，应当注重集体利益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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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当伴随着自觉性的教育。斯巴达人的锻炼人

的教育，没有象我们所有的那种自觉性，没有这样的

生活哲学。”［4］49

马卡连柯对体育的理解是非常广泛的，在他所

领导的教育集体中，除了体育课外，还鼓励发展各种

体育小组，并多方吸引学生加入体育小组进行活动，

每天举行早操; 广泛地组织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举

行各种运动竞赛。他认为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在

捷尔任斯基公社中，马卡连柯对体育活动非常重视、
非常认真。公社里冬季，最主要的运动是滑雪，还有

各种运动场: 排球场、足球场，手球场，槌球场等，这

些活动与游戏能够发展灵巧，主动性、机智和集体行

动的能力。他们在组织体育活动时，按照不同的要

求把学生分成一些小队，如果一个学生达不到第一

小队的要求，就降到第二小队，达不到第二小队的要

求，就降到第三小队，余此类推。［4］50

马卡连柯把军事化看着是体育的一项重要内

容。在高尔基工学团里，马卡连柯曾给学员们上过

体育和军事课。他说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体育专

家。但凭着自己知道‘军事体操和连队的战斗队

形’的知识，于每天工作完毕之后，全体团员在操场

上( 那是一个宽大的正方形的院子) 操练一两小

时。”［4］51关于军事化的传统，马卡连柯认为，军事化

之所以必要，就在于能保持集体的力量，能防止不整

齐、不协调的行动，能防止行动中的松懈和散漫。
总之，马卡连柯眼下的体育，除了体育课外，还

有运动竞赛、军事化、游戏、劳动、旅行，散步等等，这

些都是马卡连柯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

所采用的各种体育训练的内容和方法。
2． 3 分段式的儿童游戏

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儿童在游

戏中成长直接影响着将来。所以，马卡连柯认为，对

未来活动家的教育首先在游戏中进行。作为活动家

和工作者的个人的整部历史，都可以表现在游戏的

发展中，表现在从游戏到工作的逐渐转移中。
儿童在幼年时主要是做游戏，他的工作职能是

非常微不足道的，不超出最简单的自我服务范围: 他

开始自己吃饭，盖好被子，穿小裤子，但这项工作他

还带进许多游戏成分。此时，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

动，最吸引他，也是他最感兴趣的。
到了学龄期，工作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与较

严肃的责任心相联系，与关于儿童未来生活的较确

定的、较明确的认识相联系，此时，这种工作已接近

社会活动。但是，此时，儿童仍然玩的很多，喜欢游

戏，他不得不体验游戏与工作的矛盾冲突。此时，家

长对儿童游戏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马卡连柯认

为，“对未来活动家的教育不是取消游戏，而是好好

的组织游戏，使游戏就是游戏，但要在游戏中培养未

来工作者和公民的品质。”［2］509

马卡连柯认为，儿童的游戏要经过几个发展阶

段，在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第一阶段———室内游

戏阶段，是玩“玩具”的阶段，主要有机械的或简易

的成品玩具、需要儿童进行一定加工的半成品玩具、
玩具材料等几类。特点是儿童喜欢一个人玩，很少

让两个伙伴参加进自己的游戏，这一阶段是儿童个

人能力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必担心孩子一个

人玩会成为利己主义者，必须为他提供一个人玩的

机会，但要注意不可将这个阶段拖得太长，应及时地

转入第二阶段。通常，这一过渡是以提高儿童对户

外的活动性游戏和院子里的游戏形式进行的。孩子

在幼年时一个人玩得越好，将来就越能成为好的伙

伴，这个年龄的儿童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在一定意义

上他是个“私有者”。如果儿童一个人玩，他是在发

展自己的能力，即发展想象力，发展设计技能和安排

材料的技能，这是有益的，如果你违反了他的意志，

逼他在群体中玩，用这种办法无助于他摆脱攻击性

和自私心。［5］27

第二阶段从 5 － 6 岁开始持续到 11 － 12 岁，包

括一部分学龄时期，这一阶段儿童已经不再家长身

边游戏了，他们走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场所。学

校里有更多的伙伴，有更广泛的兴趣范围，有更困难

的活动场所，尤其对游戏活动而言。然而学校又有

现成的、更严密的组织，有一定的、更严格的制度，最

主要的是有熟练教师的帮助。在第二阶段上儿童作

为社会一员，但这还是儿童的社会，既没有严格的纪

律，也没有社会的监督。［5］29

第三阶段，儿童已成为集体的成员，而且这个集

体不仅是游戏的集体，还是工作的集体、学习的集

体。因此在这个年龄阶段的游戏也带有较严格的集

体形式，并逐渐成为竞技运动的游戏，即与一定的体

育目的和规则相联系的游戏，而最主要的是，这种游

戏与集体利益和集体纪律的概念相联系。［5］29

2． 4 教师观察学生、建立自我形象的重要性

马卡连柯认为，发展教师的观察力是可能的，也

是必要的，教师要善于研究儿童的面部表情，知道每

一种表情后面所蕴含的精神、情感信息。马卡连柯

甚至认为对成人和儿童面部表情的研究需要开设专

门的课程予以阐述。除了从面容判断学生的精神活

动，马卡连柯进一步指出应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生活

和个性，了解他们的志向、疑虑、弱点和长处; 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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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 对同学的态度; 对优越地位

的渴望，是企图凭借什么手段取得这个优待地位; 怎

样对待学校工作和文化工作; 品行、待人接物等修养

的提高; 阅读什么书，表现出什么才能; 怎样对待自

己的工作岗位; 家庭物质生活状况如何; 是否养成了

文明习惯; 用什么态度对待弱者、妇女、女孩和老年

人等等。只有当教师通过观察充分了解学生之后，

才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5］197

马卡连柯认为，教师应该善于运用表情、姿态和

声调去影响自己的学生。他说: “教师应当善于组

织、善于行动、善于运用诙谐，既要快乐适时，又要生

气得当。不过，教师的表情不能单纯地做舞台式的、
表面的那种表情，要有某种传动带，这个传动带应当

把教师的完善的人格和表情结合起来。这种表情并

不是死板的表情，不是机械式的表情，而是我们的心

灵所具有的那些变化的真实的反映。而这种精神的

变 化，就 是 以 生 气 和 动 怒 等 表 现 传 达 给 学 生

的。”［2］147

除了表情，马卡连柯还强调教师应当善于运用自

己的声调，他曾说到: “我知道用冷静沉着的口气说

‘你好’和用安详温和的口气说‘你好’究竟是表示什

么意思; 我知道用严厉冷淡的口气说‘没事了，可以走

了’和用稳重柔和的口气说‘没事了，可以走了’究竟

是表示什么意思。所有这些，都是实践的问题。”［2］12

马卡连柯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十分善于利用声调、
语言。他说:“只有学会了用 15 至 20 种声调来说‘到

这里来!’的时候，只有学会在脸色、姿态和声音运用

上作出 20 中风格韵调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真正

有技巧的人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就不怕有谁不肯接

近我，或者对所需要的没有感觉了。”
马卡连柯还认为教师应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说:“我从来不让自己有忧愁的神色和抑郁的面

容。甚至我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或生病了，我也不在

儿童面前表示出来。”4［124］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他

也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动怒，在

什么情况下保持平静。马卡连柯指出，教师的仪表、
言行都是无声的教育，一方面，能给学生带来美的感

受与体验; 另一方面，为学生起到了良好的榜样示范

作用。［7］196

3 马卡连柯教育理论对中国学校体育改革

的借鉴价值

3． 1 强化体育活动的作用在锻炼个人身体的基础

上发展集体意识

对于体育活动的性质问题，不同的项目有不同

的要求，个人项目要求个人身体的发展，集体性项目

还需要集体成员的合作与协调，而对于学校体育中

的体育教学，由于其班级授课的性质决定了体育活

动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事，而且是班级成员每一个

学生的事，因此，马卡连柯关于集体意识的培养对于

班级体育教学同样具体一定的借鉴意义。
虽然在体育课程标准中突出了体育健身的同

时，要强化学生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但是其

具体的培养内容与指标还是十分含糊不清的，马卡

连柯对个性的理解对于深化该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具

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他的个性概念较之心理学

的个性概念还要广泛一些，即他把人在后天所形成

的一切品质，甚至于政治教育、各种知识、认识、习惯

和观点等，都归入个性的范畴，所以对于体育教学中

培养学生个性的含义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第二，

他不仅把性格看作是个性的核心，甚至于把个性的

一切内容都包括在性格的概念之中，他写道: 我把个

性方面的一切内容都包括在性格的概念中，其中包

括学生道德感与情感、意志、勇敢、忠诚、责任感、荣
誉感、自尊心、自豪感、事业心、准确性、积极性、自觉

性、自制力等，这些内容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发展学生

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3． 2 儿童游戏具有阶段性，指导要恰当

马卡连柯认为，儿童游戏要经过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室内游戏时期，即用玩具玩耍时期，这时

他喜欢一个人玩耍，难得允许一个或者两个同伴参

加; 第二阶段从 5 － 6 岁持续到 11 － 12 岁，还包括一

部分在学校里求学的时间，此时，儿童已经不再父母

跟前游戏，已经走到更广阔的社会场所去了; 第三阶

段，儿童已经是集体中的成员了，在这样的集体中，

不仅有游戏，而且有工作、有学习。［4］512

马卡连柯根据儿童游戏在不同阶段的特点要求

家长在指导孩子游戏时应注意“不让游戏变成儿童

的唯一追求，不能让游戏引诱儿童完全抛弃社会目

的; 要在游戏中培养出工作中所必需的那种心理上

和生理上的习惯。”［4］511

马卡连柯的游戏理论对于当前婴幼儿教育具有

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于游戏，应根据婴幼儿特点进

行分类，这样做的目的是更有针对性地为婴幼儿选

择游戏; 其次，可以丰富有关婴幼儿游戏的理论，为

我国婴幼儿游戏活动提供帮助; 第三，进一步挖掘不

同阶段的游戏对于婴幼儿的具体功能与作用，以促

进我国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3． 3 体育教师要善于运用教育的技巧

马卡连柯的主要教育技巧首先在于对学生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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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其次是善于观察学生的一言一行; 第三是正确运

用表情、姿态和声调去影响自己的学生。这对于当

前的学校体育，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体育教师

应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自己的学生，因为师生是平

等的，不要用外在给予的权威来强制学生; 其次，教

师要很好地发展观察力。这点对于体育教师来说更

为重要，因为在室外的体育教学中，学生的干扰因素

多，学生的身体练习多，没有很好的观察就不能发现

问题、反馈对策、解决问题，因此，体育教师必须仔细

了解学生的身体活动特点、状态、情绪、积极性与意

志力等。同时，在体育课堂中，要善于观察学生的面

部表情，明白每一种表情背后蕴藏的情感信息，是帮

助还是鼓舞。第三，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

运用声调和面部表情等身体语言去影响学生。如教

师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语调能激发学生对体育活

动的积极性，教师面部表情能传达赞扬或批评等; 第

四，体育教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尽力以良好的形

象去教育学生。
3． 4 正确处理体育教学中的课堂纪律与个性发展

的关系

马卡连柯认为，“纪律”应该是一种积极的东

西，它必须具有克服困难的斗争精神。纪律不仅仅

是约束，而且是鼓舞和激励，它必须动员最有纪律的

人及其周围的人们，保证达到既定的目的，并为争取

养成更高尚的品质而斗争。［3］101

对于纪律教育问题，马卡连柯还作了进一步的

研究。他在《纪律，生活制度和奖惩》一文中指出，

为了顺利地对学生进行纪律教育，就必须以道德谈

话的方式，把纪律原则告诉给学生。依据马卡连柯

的意见，纪律原则应该是: 第一，纪律是达到集体目

的的最好方式。马卡连柯指出，没有纪律，集体就不

能达到自己所预定的那种崇高的目的。第二，纪律

是一种自由。因为自由是一种社会制度，是社会协

商的结果。自由的对立面是专横，而“社会中的纪

律，目的在于限制专横。”没有纪律是很难生活的。
可见纪律可以使每一个人达到更加有保障，更加自

由的境地，使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权利、道路和可能的

发展具有充分的信心。［3］102第三，集体利益高于个人

利益。马卡连柯认为，这是一条最重要的纪律原则，

它应当施行于集体中，应当使集体永远明白它，应当

永远以这一原则去进行遵守纪律的斗争。第四，纪

律可以美化集体。马卡连柯认为，纪律的美、纪律的

美学是非常重要的。他这样说过: “纪律是集体的

面貌、集体的声音、集体的美妙、集体的活动、集体的

姿态和集体的信念。”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就应当

使纪律成为愉快的、有吸引力的、活泼生动的东西，

而不应当是一种束缚人的、枯燥无味的纪律，一种空

谈的、强制的、说得令人厌烦不耐的纪律。［3］103

马卡连柯对于纪律的论述是非常到位的，这对

于当前处理体育教学中的组织纪律与放任自流之间

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在室外的体育教

学中纪律问题特别重要，因为室外教学受外界干扰

多，学生的注意力不易集中; 其次，纪律与实现目标

是不矛盾的。强化纪律不仅不会影响教学任务，相

反，可以使活动更有次序。第三，纪律与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也是不矛盾的。设想，一个毫无组织纪

律的班级，教师的教学意图能够实施吗? 教学会有

效吗? 学生能发挥潜能吗?

4 结论

综上所述，马卡连柯与学校体育有关的教育理

论主要有: 全面发展兼个性化的教育观、体育活动的

作用在于身体锻炼的同时发展集体性、分段式的儿

童游戏、教师观察学生、建立自我形象的重要性。根

据以上理论要点，结合我国学校体育实际，认为在以

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强化体育活动的

作用在锻炼个人身体的基础上发展集体意识; 儿童

游戏具有阶段性，指导要恰当; 体育教师要善于运用

教育的技巧; 正确处理体育教学中的课堂纪律与个

性发展的关系。
当然，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也体现了时代的局

限性，其中浓厚的体育军事化倾向、政治化倾向等。
但是卡连柯其人，其革命英雄主义，其乐观斗争精

神，其不畏众多“权威”的围攻而坚持寻求教育真理

的精神，给后人留下的一笔永不磨灭的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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