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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
历史意义与发展走向

陈 时 见，王　涛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教育借鉴通常被视为比较教育的核心功能，这与比较教育借鉴认 识 论 的 历 史 传 统 有 着 直 接 的

关联。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由朱利安最早倡导，后经库森、曼恩以及巴纳德等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比较教育

非常重要的历史传统，这不仅对于比较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而且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教育制度

和促进各国教育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为了有效地

应对这些挑战，就应当研究教育借鉴的模型结构、重视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和关注教育借鉴的本土生长。只

有这样，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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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借鉴取向，教育借鉴成为比较教育非常重要的历史传统和价

值选择。在２０世纪，虽有人对早期的纯粹借鉴提出质疑并发展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借鉴理论，但

教育借鉴在如今的比较教育发展中仍居重要地位。因此，梳理并思考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历史

意义与发展走向，有利于加深人们对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的健康

发展。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可以说是与比较教育同时诞生的。１８１７年朱利安（Ｍａｒｃ－Ａｎｔｏｉｎｅ　Ｊｕｌｉａｎ）

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的诞生。朱利安虽然坚持国际合作的愿

望，期望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推动欧洲甚至世界教育的改革发展，但基于当时教育发展的需要，他把

教育借鉴作为比较教育的基 本 取 向 之一。后来的库森（Ｖｉｃｔｏｒ　Ｃｏｕｓｉｎ）、曼 恩（Ｈｏｒａｃｅ　Ｍａｎｎ）以 及

巴纳德（Ｈｅｎｒｙ　Ｂａｒｎａｒｄ）等人不仅对教育借鉴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而且正是他们践行和发展的教育

借鉴取向，促成了他们国家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也正是在他们教育借鉴

的实践中得以形成，并对比较教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形成

教育借鉴在整个１９世纪可称为“拿来主义”。在比较教育史上，自朱利安提出比较教育以后，

库森基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大胆借鉴德国的教育。他认为真正伟大的民族并非在任何方面都不模

仿他人，而是随时采纳一切有益的东西。他在《关于普鲁士公共教育状况的报告》中“建议制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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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提出“注意发挥地方在发展管理教育方面的作用”以及“教师创造学校”等主张，这后来直接

成为《基佐教育法案》的部分内容。

受库森的影响，美国的曼恩和巴纳德等人进一步促进了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曼恩曾

于１８４３年出访欧洲的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先后撰写１２篇年度报告，内容涉及学校建筑和学校卫

生、课程和教育方法、欧洲各国教育、女教师和师范学校、教育与犯罪等多种问题。［１］其中《第七年度

教育报告》是他涉及比较教育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是他所有年报中最具影响的著名报告。他不

仅实地考察欧洲诸国的宏观教育状况，明确提出教育发展的宏观借鉴思想，利用外国教育为本国服

务，同时认为国外有许多东西值得效仿。而且，他还强调从微观层面比较与借鉴外国的学校组织和

教学方法。如他非常重视普鲁士教师研讨班，比较马萨诸塞州和普鲁士的教学问题以及特别赞赏

普鲁士学校中的师生关系，还描述了普鲁士师范学校招生的口试和笔试，以及师范班的和声学习、

实习和对老师的要求等情况，并极力赞 赏普鲁士学校师生间的和谐感情和教师爱生如子 的 精 神。

此外，他还以字母书写为例比较普鲁士和美国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巴纳德继承和发展了库森和曼恩的教育借鉴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与库

森和曼恩非常相似，借鉴仍然是巴纳德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借鉴的范围更加

广泛。他不仅直接借鉴教育模式和制度，借鉴教学方面的经验，而且也注重考察当时欧洲诸如夸美

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理论和思想。他曾在《欧洲国家的教育》中详细介绍英、法、德、

意大利等国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还特别关注普通教育、幼儿

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并重视校园环境和内部设施的改善。［２］此外，他也介绍英国的教师培训、

拨款以及奖学金发放等情况。

正是库森、曼恩和巴纳德等人在比较教育实践和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才促使比较教育借鉴认

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贯穿整个１９世纪。在２０世纪上半叶，许多新兴民族国家仍然以教育借鉴

认识论为导向，本着尽快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目的，纷纷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借鉴。不仅如

此，比较教育研究甚至在２０世纪下半叶还明显延续了这样的取向。如“６０年代席卷全球的教育现

代化运动是由比较教育发动的；强劲的西欧综合中学的改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仍归因于人们对美

国和瑞典的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３］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不仅成为比较教育的历史传统，而
且对比较教育的发展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历史意义

“从史实来看，教育借鉴是１９世纪教育场景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与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发展是同

时发生的。”［４］即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基于借鉴认识论的比较教育在促使本国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过程中有绝对优势，并对各国教育改革以及比较教育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１．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

较为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制度发 端 于普 鲁 士。首先，哲学家费希特（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Ｆｉｃｈｔｅ）

受裴斯泰洛齐平民教育实践的影响，提出新的教育必须唤起学生个人的能动性，必须使每个公民从

小就接受训练。此后，洪堡（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任国民教育署长期间在费希特等人

的协助下建立柏林大学，并与继任者们改革了中等教育，建 立大 学 预 科 学 校和 教 师 考 试 制 度。同

时，一些人对小学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此后，普鲁士发展出一套由国家控制实行义务教育的初等

教育系统，其中等教育学制也成为西方教育界的典范。在１９世纪，由于各国强烈意识到教育对于

国家发展的关键作用，纷纷设立并强化自己的公立学校制度。不仅法国在库森的影响下通过借鉴

德国的教育建立了本国的教育体系，其他许多国家也在借鉴他国教育以促进本国教育发展的认识

论指引下，学习借鉴了德国的教育制度。这不仅因德国经历１９世纪国家教育运动之后，其大学成

为世界公认的科学研究中心，而且在初等教育和科技教育方面，也成为欧洲各国学习的模范。该时

期向德国学习的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小国，它们常常搬用德国的改革和学制结构；芬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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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手工训练引入初等教育，这引起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关注，俄国人学习了这一做法并将其传

入美国。同时，欧洲教育的发展也促使东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教育改革。日本在１８１７年建立资本

主义制度以后，各种委员会被派往欧美国家，学习他们的政治、工业和教育制度，并从法、德、美等国

引进学校体制模式、教育方法和教育哲 学思想。由此可见，德 国首 先 建 立较 为完 整 的 现 代 教 育 制

度。所以，欧美其他各国在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时首选德国作为借鉴对象，然后相互学习与借鉴。美

国在建国后曾大量借鉴德、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教育经验，而法、德、俄则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改革

自己的教育。２０世纪的新兴国家，为建立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则从以上国家借鉴学习。中国、日

本等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国民教育制度便是在大量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

２．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民族国家初等教育的发展

从库森的《普鲁士教育报告》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得以传播以后，初等教育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

注。这不仅使普鲁士闻名于世，吸引众多学者前往考察，由此掀起世界范围的“借鉴”风潮，而且还

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初等教育的发展。［５］由于《基佐法》采纳和实施了库森报告中的诸多内容，并在之

后得到补充，法国初等教育因此得到很大发展，学生人数增长迅速。其中，小学生人数从１８３１年的

１９３．５万增加到１８４６年的３２４万，与此同时，法国的文盲人数也相应大幅度减少，占全国人口的比

例从１８３４年的４７％减少到１８４８年的３３％。［６］强烈的借鉴愿望使曼恩和巴纳德在美国公民教育和

公立学校教育方面的贡献巨大，他们也因此获得“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美誉。部分由于曼恩的努

力，到１８４８年美国３０个联邦中有２４个建立了州学校部，并采用地区税和州资金援助适当的公立

小学，马萨诸塞州教师的工资增长了５０％多，学期平均延长，上百万的资金用于修缮学校建筑，马

萨诸塞州也建立了“师范学校”……１８５２年，因曼恩的领导，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要求儿童 入 学

的法律。［７］４７０“由于曼恩、巴纳德和１９世纪美国的其他成千上万的 有 远 见 的领导人 的工作，美国进

行了初级教育革命实验。摆脱了他们的欧洲传统，美国人民开创了公费小学体制。”［７］４７４日本也在

借鉴法、德、美等国学校体制模式、教育方法以及哲学思想之后，大 大 促 进 了 本 国 教 育 的 发 展。到

２０世纪前十年为止，日本学龄儿童入学 率达到９８％，文盲人数下降至０．０９％，并成为世界上文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７］４０６

３．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比较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

朱利安作为比较教育学科创始人没有直接开展过教育借鉴活动，却开创了教育借鉴的研究方

法，并提出为促进教育借鉴与交流建立有关信息传播媒介的设想，这对比较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首次提出并使用比较教育这一专门术语，成为最早使用“比较教育”概念和

专门术语的先驱，并在孔德（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将社会学确立为一门学科之前就奠定了比较教育学科

的基石。而且，他倾向于实证主义的教育研究方法影响了后来库森开展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思

想，他关于创办国际教育调查机构以及出版教育通报或总报的思想则深刻影响了巴纳德。库森在

朱利安的基础上拓展了实证主义倾向的方法。他不仅注重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注重实地调查，由此

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分析，将两国的教育数据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彼此间

的差异，并提出改进本国教育的方法。［５］他因此建立以五个主题为分析框架的比较研究方法，即国

与国之间教育比较研究的“五论题框架”。另外，库森的著作还在许多国家产生强烈反响，在美、英、
德等国都有很多人关注他，甚至对其作品进行翻译。他关于普鲁士教育的研究报告，对世界比较教

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比较教育。巴纳德同朱利安一样，注重创办教育刊

物，并将大部分私有财产用于教育刊物的创办、编辑与出版。在组建美国教育促进协会后，他编辑

出版《美国教育杂志》，并刊载不少比较教育材料。这是对朱利安主张成立国际教育调查机构并创

办相关刊物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为２０世纪中期建立国际教育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反思与发展走向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 初，借 鉴 认 识 论 的 比 较 教 育 曾 遭 到 一 些 人 的 质 疑，萨 德 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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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ｌｅｒ）就是其中的典型。人们不断思考并试图解决在教育借鉴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促使比较教育

借鉴认识论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反思

当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国民教育制度，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元素时，那种

“拿来主义”的教育借鉴就不再具有魅力。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教育借鉴后，虽然在形式上

具有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但并未真正解决自身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在

民族性、主体性和方法论等关键性问题上面临挑战。

１．教育借鉴的民族性

１９世纪是欧洲思想中产生民族意识并得以发展的时 期。民族意识急于寻找自己的民族 同 一

性。于是，对比较教育如此重要的“民族特征”观念，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重视。库森研究考察普鲁士

教育时，思考的却始终是法兰西，这一方面说明了教育借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借鉴

的民族性问题。而曼恩与巴纳德似乎也发现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民族性问题。因为基于现代国民

教育制度的迫切需要，教育借鉴在极大程度上属于“拿来主义”性质。而萨德勒则不同，他首次提出

要发现教育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结束比较教育以借鉴和移植为特征的时代。他倡导研究外

国教育制度时，要发现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

量就是植根于教育中的民族性或文化性。继他之后，康德尔（Ｉｓｓａｃ　Ｋａｎｄｅｌ）认为要找到那些“无 形

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因为教育差别只有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去解释其目标时才 显 现 出 来。

汉斯（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Ｈａｎｓ）也认为，国家教育制度是民族性的表面体现，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

国民教育制度即使通过革命政府有意建立起来以改革原有的民族性，仍不可避免地受构成民族性

的因素的影响。这就涉及教育能不能借鉴的问题。俄国教育思想家乌申斯基（Ｋ．Ｄ．Ｕｓｈｉｎｓｋｙ）早

就主张教育借鉴的不可能性。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特定的理想，并要求教育在个体身上重现

这种理想，所有民族共同的教育体系不仅在实践中不存在，在理论上也不存在，每个民族都有各自

特有的教育体系。因此，一个民族不可能照搬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康德尔也认为因任何两国

的文化差异巨大而不可能把教育制度从一 国 照搬到另 一 国。人们对教育借鉴中民族性问 题 的 关

注，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借鉴认识论的反思，而且促进了人们对教育借鉴的合理选择。

２．教育借鉴的主体性

按贝磊（Ｍａｒｋ　Ｂｒａｙ）的观点，比较教育活动有多重主体，教育实践者、各国政策制定者、国际机

构以及学者，在进行教育比较时各有其不同的目的。朱旭东也认为比较教育活动主体涉及体验主

体、民族志活动主体、政策活动主体和学术活动主体等不同类型。那么，从整体上讲，教育借鉴的主

体究竟是谁、或者说谁对借鉴他国教育具有决定性影响就成为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所要面临的主

体问题。从现实来看，在比较教育活动涉及的诸多主体中，只有“政策制定者”或“政策活动主体”才

对一国教育制度产生真正直接的影响。比较教育在“拿来主义”的借鉴认识论时代，正是这类主体

为建立本国教育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法国、美国能在当时迅速建立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并推动

教育的快速发展，与库森和曼恩作为政府官员考察他国教育有直接关联。这也明显体现在日本的

教育发展中。在１９世纪末，日本向西方派出的考察学习团达１０７人，相当于日本政府当时官僚队

伍的一半，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建立日本教 育制度 无 疑 具 有举 足 轻重的作 用。甚至到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英格兰以学习借鉴为目的对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以及日本与韩国进行考察

与研究的机构或人员仍然是教育部或教育官员。［８］时至今日，比较教育研究活动的主体队伍越来越

庞大，但所生产的比较教育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则并不

明确。如此众多的活动主体，实质上并非教育借鉴的主体。他们的思想和成果能否或多大程度上

以及怎样被“教育政策制定者”采纳并对教育借鉴产生影响，不能不说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在以

后的发展中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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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教育借鉴的方法论

在世界教育史上，借鉴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促进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象比较常见，但结果

却大为殊异。有的通过借鉴获得了长足发展，有的却只有形式的模仿而并未取得实质进步。这在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借鉴的方法论问题。教育借鉴的前提是可借鉴性，如果不考虑可借鉴性，盲目照

搬他国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最终未必能解决自身问题。这早在萨德勒关于“我们从对外国教育制度

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的告诫中就已说明。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史上，虽然自朱利

安以来的许多学者都对方法予以关注，并试图以更为科学的方法开展教育比较研究，从而为教育借

鉴提供方法论基础，但随着世界教育发展的复杂化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不断深入，这仍然是进行

教育借鉴时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完整借鉴他国教育制度并获得发展的国家，其教育往往处于发展

的初级阶段，即建立基本教育制度阶段。当教育发展越来越复杂，并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时，借鉴

他国的制度形式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同时，比较教育的发展从基于简单借鉴的初级阶段已发

展到涉及理论、思想与实践的对话、交流以及本土生长的阶段。因此，如何成功借鉴他国教育为本国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服务，并为世界比较教育作出贡献，都是研究教育借鉴时所要面临的方法论问题。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走向

从比较教育发展的现实看，借鉴仍未过时。只是借鉴的形式和内容相对早期而言有更大差别。

所借鉴的不仅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有形教育制度，还涉及教育的微观领域。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要

获得持续的发展，需加强借鉴模型的理论研究，为教育借鉴的实践检验提供指导，并在借鉴基础上

寻求本土生长。

１．深入研究教育借鉴的模型结构

教育借鉴有没有比较稳定的模式？如果有，人们就可在借鉴时不至于毫无头绪，也不至于借鉴

发达国家的理想教育却达不到理想目的。目前的比较教育研究，不管在教育理论与思想，还是在教

育政策与实践方面，研究教育借鉴的理论模式的人都较少。不过，英国菲利普斯（Ｄａｖｉ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可

算其中之一。他在理论上提出教育政策借鉴的四步模式，即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或本土化。

其中“跨国吸引”研究某国教育政策具备吸引力的原因以及进行教育政策借鉴的动力；“决策”研究

外国教育政策的吸引力如何影响本国教育决策；“实施”研究教育决策在本国如何实施；“内化或本

土化”研究外国教育政策经本国吸收，内化为本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这个教育借鉴模型

能帮助更好地理解与解释教育借鉴这个复杂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所产生的复杂而重要

的跨国影响。同时，这 个 模 型 需 要 用 不 同 国 家 的 实 践 来 检 验，以 进 一 步 修 改 和 完 善 这 个 理 论 框

架。”［８］这正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以后的教育借鉴研究中，不仅要开展类似

菲利普斯有关教育政策借鉴的理论模型研究，而且要开展有关教育教学理论、思想以及实施模式的

借鉴模型研究。这可使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向纵深发展，并使比较教育研究真正为一国教育改革

与实践贡献更多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而非“只是一种可资参考的行动纲领”［９］。

２．高度关注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

在现有的比较教育研究中，由于开展实践研究需大量人财物的支持，所以，绝大多数比较教育

研究仍停留在文献研究的水平。但不管哪种层面的研究，都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研究。因此，比较

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也需在对他国教育进行文献与理论研究之后，在批判借鉴研究的基础上走

向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现有的比较教育借鉴研究，因研究者或比较教育活动的其他主体并非教

育改革或政策的决定者，所开展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国教育理论、思想以及改革情况的总结性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国教育实践没有太大关联。这种把后续研究推向非比较教育学者与教育实践工

作者的研究总是缺乏现实的根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负全部的责任，即不能仅

仅满足于做‘理论工作者’，还应成为‘实践工作者’”［１０］，把对他国的教育研究与本国教育实践有机

结合，切实开展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已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纯粹的“拿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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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应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教育实践，对别国的教育理论与实施模式进行实验性检验，最终

确立借鉴的本土化原则。

３．强力推进教育借鉴的本土生长

在乌申斯基看来，当从别国借鉴而来的教育经验成为民族的“重要生活因素”之后，它就必须按

照该民族或国家的特殊道路去发展，受该民族个性的制约，并服从它的利益。［１１］反过来，如果这些

经验不能成为民族的“重要生活因素”，那就不必借鉴。换句话说，在教育借鉴时必须考虑本土生长

的问题。“理想的教育体系，即使可以将所有国家最好的经验集合在一起，也比不上任何国家实际

中的一所学校。”［１２］这就说明借鉴的最终目的应将所借鉴 的 教 育经 验 融 入自 身教育 的有 机组成当

中，并成为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中国人民大学项贤明教授提出，“本土生长”（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是发源于本土社会内部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他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为第三世界人民 的 族

群身份建构作出贡献，不仅要反思和批判自西向东单向的‘选择性输出’，还应当在‘本土生长’的基

础上，通过自身学术发展以贡献于世界来建立第三世界与整个世界的双向学术交流机制。”［１３］首都

师范大学王长纯教授关注中西文化的对话与融合，并试图找到中国比较教育贡献于世界比较教育

的路径。这既是寻求“双向学术交流机制”的努力，也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走向本土生长的具体

实践。比较教育的借鉴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对他国教育理论与思想、制度与实践的简单描述或资料

的引介层面，而应考虑开展教育借鉴研究对本国教育实践与理论生成的实际意义。这就要在开展

教育借鉴研究时首先明确本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并探索解决的可能方案。借鉴或许只是解决本国

教育实际问题的方案之一，但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因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都将面临具体特殊的

问题，他们都应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办法。他人的解决办法（不管来源于历史还是其他国家）虽

然具有激发思路的作用，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当代人、当地人的智慧。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

识论的发展，最终将在借鉴、内化的基础上走向本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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