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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海：我国西部教育学界的 “一面旗帜”

郭　戈

摘要：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家。他扎根西部教育７０

年，犹如胡杨般扎根西北，不畏艰辛，顽强生长，终成参天大树，在立德、立功、

立言三方面均可圈可点。尤其是构建了一个新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把教育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全面、

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给教育学以恰当的定位，并凸显教育学

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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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戈，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３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北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主办的胡德海

先生新著 《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首发式暨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建设座谈会在西北师

范大学 （以下简称 “西北师大”）举行。此时恰逢胡先生９６岁高寿，也是他大学毕业后到西北师大

工作７０周年，都是可喜可贺的好日子。借此机会，弟子书写一文，感念师恩，以表祝贺和敬仰。

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家，是一棵扎根西北的 “教育胡杨”和矗立在西

部教育学界的 “一面旗帜”。胡先生１９２７年９月出生于浙江金华，１９４９年年初从省立金华高中毕业，

曾在汤溪私立维二中学教过半年的书。１９５３年９月，他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分配到西北师范

大学工作，扎根西北教育７０年，历尽艰辛，砥砺前行，终成参天大树，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

均可圈可点，尤其是为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生道路最大的幸事，莫过于遇到好导师、引路人。胡德海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副导

师），不仅３０多年前求学时我们就过从甚密，我受益多多，而且毕业之后交往不断，他对我个人及

工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始终铭记于心。我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

一、教诲之恩　终身难忘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在１９３１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

长演讲时所说，意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名大

师。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我在西北师大教科所 （当时与教育系分设，现称教育科学学院）读教学论专业

（现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有李秉德、胡德海、赵鸣九教授 （后来招生又增加

了南国农、李定仁教授等）。此外，还有黄学溥、郭士豪、景时春等教授，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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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或心理学家。

当时国内博士点很少，博士生也不多，西北师大只有教育学 （课程教学论）我们这一个博士点，

且不是每年都能招生，我在学时的博士生同学有田慧生、黎加厚和王嘉毅。第一届博士生杨爱程刚

刚毕业，留校任教 （与万明钢同为教科所副所长）。三年期间，我结识了交往较多的一批教育各专业

在读硕士学友，如曾天山、孙杰远、徐继存、和学新、赵卫、徐辉、杨海波、杨卫星、赵昌木、许

洁英、吕世虎、张维忠、王兆瞡、傅敏、周爱保等，以及已获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万明钢、赵志毅、

刘沛、金生蚆、蔡宝来、刘要悟、刘耀中、焦瑶光、李瑾瑜、苏丹兰等。各位都积极上进，各有专

攻，学有所成。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经济尚未开始，生活条件一般颇为艰苦，但学校

管理规范、传统依旧、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教授们认真负责，全力投入，勤勉工作，都抢着把过

去失去的十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补回来，都在为教育改革发展和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增砖添

瓦做些什么；各位硕博士同学或学友都如饥似渴，勤学好问，且志向远大，尤其是研究氛围十分浓

厚，搞研究、写文章蔚然成风。改革开放初期 “八十年代新一辈”纯真的样子和执著的面貌，真是

刻骨铭心、令人难忘。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西北师范大学地处皋兰山下、黄河岸边的兰州西

郊，是一所因为抗战时局变化、大学西迁合分而生成的大学。其前身是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合大学师

范学院，不久后又独立设置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这所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北平，复

校为北平师范大学，其余则留在了兰州继续办学，据说全面抗战八年期间办学的档案原件全部留在

了兰州，由此也表明了西北师大与北京师大的 “血缘关系”。虽然西北师大留下了北师大的一些底

子，但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和大西北黄沙的洗刷，等我到西北师大读书时，已经看不到多少老师大

的影子，现在能够想起的名人，一个是一直在原西北师院工作的著名体育家袁敦礼先生，再一个就

是１９５３年从北京师大教育系毕业分配到西北师院，并在这里工作一辈子的胡德海先生。

因为专业方向的缘故，除了李秉德先生，我见面最多的就是胡德海先生了。胡先生给硕、博研

究生开设的课程是 “教育学原理”，当时他正在撰写同名的一本书 《教育学原理》。这部教材和专著

是集其几十年之功的精品力作，后来出版后曾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

奖一等奖、中国教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及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特别优秀奖。在课堂上，他一

章一章非常认真地讲授他关于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学科自身的观点，使我深受教益。为此，我还撰

写了一篇短文 《迷惑的教育学》（《教育时报》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１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可以看出胡

先生对我的启发：

我倒赞成以前的一种传统说法：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然而遗憾的是，在建

构教育学的体系时却跑了这个主题，不是把视野局限到学校教育，就是总跳不出结构和逻辑极不严

密的 “四大块”。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确使教育学界伤透了脑筋，也误了不少事。最近，听了一位先

生的课，顿使我豁然开朗。原来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是一个教育学科体系，两者是等同的，是一

回事。这正如语言学就是语言科学，心理学就是心理科学，经济学就是经济科学，法学又称法律科

学或法律学一样。如果说此二者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教育学是教育科学的简称，而教育科学乃

是教育学的全称而已。这样一来，教育学中的许多疑问就能迎刃而解，同时许多在思想上、理论上、

逻辑上以及语言习惯上的问题也能自圆其说、顺理成章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教育学亦即教育科学体系中，需要不需要有一门学科来研究教育的一

般规律、原则和方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门学科应称为教育学原理、教育总论或教育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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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以偏概全地称之为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是教育学体系中的一门必不可少的基础学科。但愿作

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教育学成为历史！

读博士三年期间，我时常在晚上到胡先生家里请教，实际上主要是聊天，也无固定的主题，海

阔天空，无话不谈———从他的家乡浙江金华以及南宋都城临安以至江浙文化教育的千年演进，到我

的家乡河南信阳以及古都汴梁以至中原文明的辐射；从母校的历史发展，以及他曾就学的北京师范

大学、我曾就学的河南大学的变迁，到中国近现代多所大学的迁徙史；从他大学时代的授课老师侯

外庐、胡明、林砺儒、董渭川、邱椿、陈友松，以及邰爽秋、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

王焕勋等，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教育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坎坷历程；从到他曾访学一年的美国康涅

狄格州大学和康州教育，到欧美教育的传统和变革；从古代教育家老子、孔子、孟子，到现代教育

家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胡适；从西方教育家夸美纽斯、卢梭、杜威到皮亚杰、布鲁纳、苏霍

姆林斯基；从德国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苏联凯洛夫 《教育学》，到中国各个版本的 《教育学》；

从硕士、博士论文如何选题和撰写，到文章、论著的投稿和发表；从他正在研究的广西教育家雷沛

鸿与我正在钻研的湖北教育家李廉方，到民国时期教育家的大家风范和投身教育实验的科学精

神……记得在那个时代，无论什么时候到胡先生家里他都在，想聊到什么时候就聊到什么时候，这

不就是作为学子的最大幸福和快乐吗？我深刻地感觉到与胡先生聊天真是获益匪浅，一点儿也不亚

于课堂上课时的收获。只要有心，学习成长的方法有很多，聊天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手段和学习方

式，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往往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毕业之后，胡先生仍然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导。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在人教社工作，因为分

管教育理论著作和师范教育教材以及教育学术刊物的出版，需要得到国内著名教育学者的支持，于

是与已过耄耋之年的胡德海先生联系增多了起来，每次打电话说到其论著发表和出版事宜，双方交

流没有任何语言和思维障碍，完全同几十年前交流一样顺畅。他先后在人教社出版他编著的 《教育

理念的沉思与言说》《教育学原理》《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其中 《教育学原理》在我

社出版新版后被教育部评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又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胡先生还在我主

编的 《中国教育科学》《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此，要多说几句。

《中国教育科学》是一个创办时间只有十年的教育理论刊物 （原为辑刊，现为双月刊），处于爬

坡上坎的初创时期，其艰难可想而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期刊需要好稿子，而由于高校论文评价

等原因，作者又不愿意将好稿子投给普刊，而质量不高的稿子我们也不用。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

题。对此，我和本刊副主编刘立德、石筠商量：《中国教育科学》主要坚持学理性、宏观性、创新

性的原则；在栏目上开设独特的 “大家论坛”“学术感悟”“治学之道”“学科教育学”“文献综述”

“回顾教育学人”等，如同增加新的 “菜品”；可适当发表长篇论文，如同使用 “大餐盘”；利用人教

社和教育学研究会的优势，实行书刊互动、刊刊互动、会员互动。但最有效的破解方法在于：诚心

向教育学老前辈约稿，他们是不在乎刊物级别的，只要我们诚心办刊即可。如胡德海、顾明远、黄

济、王策三、林崇德、南国农、何克抗、潘懋元、郝克明、李放、厉以贤、吴式颖、郭齐家、田本

娜、陈桂生、叶澜、单中惠、李其龙、杨德广、燕国材、李明德、查有梁、廖哲勋、黄希庭、张楚

廷、杨汉麟、田正平、郭永福、吕达，还有学科教育学专家刘国正、张奠宙、宋乃庆、邱学华、刘

道义、周正逵、雷实、商金林、顾之川，以及章开沅、刘道玉、哈经雄等，都是我们刊物爬坡上坎

时期的重要作者，有的还赐稿几篇，大大提升了刊物的品质，也带动一大批中青年优秀教育学人踊

跃投稿。其中，胡德海先生的支持力度最大，他先后发表了 《关于什么是教育学的问题》 （２０１３）、

《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２０１８）、《关于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问题的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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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２０１９）、《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学习和研究哲学》（２０２２）、《雷沛鸿教育立命之道随想》（２０２２）

等，他还为 《中国教育科学》创刊题了词，这是我要特别鸣谢的。此外，９６岁高龄的胡先生为我即

将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 《兴趣教育论》写下了 “教育学要更加重视对兴趣的研究”的序言，

我是很感动的。

二、扎根西北的 “教育胡杨”

胡杨是西北干旱地区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种树木，其发达的根系可从深层土壤中吸收水分，为

自然界稀有的树种之一。胡杨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腐，堪称自然界的奇

迹。今年９６岁、从教７０载、历经人间沧桑却在教育学理论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胡德海先生，

就是一颗扎根西北的 “教育胡杨”。我能遇到这么好的导师，实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我为我

有他这样的导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１９５３年，胡德海先生从北京师大毕业分配到西北师大工作，一位江南才子便在皋兰山下、黄河

岸边的兰州西郊扎下了根。掐指一算，竟然过去了整整７０年，先生不愧是西北教育的 “胡杨”和建

设祖国大西北的楷模。

１９５３年，北京师大的一张毕业生派遣证，把学有所成的胡德海送往了大西北。从此，他在这里

读书、教书、写书，育人、播撒希望。没想到，他在前２０多年最美好的年华里，却历尽沧桑和磨

难———在动荡的政治环境里，先是被无端打成 “右派”，被调离教师岗位安排在资料室和办公室打

杂，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十年 “文革”中又作为 “牛鬼蛇神”被揪出关押了８４天、后又下乡劳动改

造了一年多，从而失去了人生干事创业最美好的年华。一个江南才子和帅小伙不仅要长期忍受恶劣

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多次经受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折磨。胡先生因为一份

“检举材料”而被分配到大西北，又因为说了句话而被认为是反党言论，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并

作为 “另类”而被专了２０多年的政、吃了２０多年的苦头。时代的荒唐和命运的捉弄，令人唏嘘不

已！胡先生反思说道：“生存在当时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我的这种遭遇实属必然，我的不幸实乃

当时极左政治无法无天运作在我身上的一种折射与照影罢了。我的种种无奈和身不由己完全是被一

种不正常的外力强加所致。”

直到改革开放之时，５０多岁的胡德海先生才回归挚爱的讲台，迎来了他人生的春天和学术研究

的黄金时代。过去的磨难磨平的是棱角，磨不平的是初心。胡先生在教育系、教育学院的本科生、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先后开设了比较教育、教育经济学、人生与教师修养、教

育学原理等课程，也为硕、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一些研究专题课程。直到８６岁，才完全离开教学岗

位。他曾荣获第二届西北师大教学名师奖和甘肃省高校教学名师奖等。

大学是实施教学、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做学问、搞创新的地方，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改革开放以来，胡先生心无旁骛，潜心研究，辛勤耕耘，笔耕不辍，很好地将这两者合为一体，发

表了一系列论著，在教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其间，他担任过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学科规划组成员、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教育研究》

杂志编委、顾问，并且兼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甘肃省

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甘肃省第三、四、五届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第一届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等。

三、致力于教育学理论的创建

我最早知道 “胡德海”这个名字，在 《教育研究》上读到先生发表的 《论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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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由之路》（１９７９）和 《关于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１９８１）的文章。引起我兴趣的是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刊登的 《教育起源问题刍议》。他在文中对三种教育起源理

论———生物起源论、心理起源论和劳动起源论的基本观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而主张教育起源于人

类社会生活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先生在 《教育研究与实验》１９８８年第３期上

发表的 《教育的自在和自为》也是给我留下记忆的一篇佳作。他在文中借用哲学的 “自在”和 “自

为”这两个术语，来说明人类教育发展从原始社会的 “自在教育”———可称为 “教育活动”，到以学

校教育为标志的 “自为教育”———可称为 “教育事业”。而且 “自在教育”也有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初

级、资本主义兴起的中级和 “二战”之后的高级的发展阶段。他当时预测：当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或

第三代生产力的出现所带来的 “更为重要的一场信息革命”，“便把人类自为教育推进到了一个最新

阶段———全面自为教育的时期”。

说到胡先生对教育学或教育理论研究的贡献，这是需要做一个专门的长篇文章才能说清楚的问

题。过去有不少学者，特别是他的弟子对此都做了很好的总结和概括，尤其是高闰青教授还著有

《胡德海教育思想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一书。概括地讲，胡先生构建了一个新的教育

学理论体系，把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

全面、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给教育学以恰当的定位，并凸显教育学的理论价值。

胡德海先生一生基本上与教育、教学和论著打交道，用 “读书、教书和著书”来概括是比较形

象的。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１岁的胡德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写道：“读书、教书和著书，此三者在我

的生活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读书是为了教书，是为了教好书，教书其实也是为了读书，为了

能和书亲近、结缘……而读书、教书的结果是写书、写文章。反过来，写书、写文章也是为了教书，

为了教好书。所以，读书、教书、著书密不可分。此三者不仅先后相连，逐次出现，而且彼此联系、

互为因果，因此，可视为我生命运行的基本轨迹。”

每逢到兰州出差，我都会去看望胡先生，在他家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依旧如同我学生时代到先

生家一样。不久前，经组织同意，允许我兼任西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因此与胡先生的见面陡

增，所谈问题也逐渐深入。在谈话中，胡先生讲的几个观点对我触动较大，这也反映了他最近一段

的想法，现大致整理一下，供教育学人学习和参考。

首先，做学问最高尚，也最幸福。一般人对此看不见，也不大懂，现在好多说不清的东西需要

实践加以证明，好在历史最终是由人民书写的，时间与历史能证明一切对与错，最终会说明思想创

新和学术创造的价值的。他说：思想是前进的旗帜，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个国家的强盛崛起和繁

荣发展，可以归结为很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革命。过去的４０年，我国之

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打碎了禁锢中国人多少年来的思想束缚和精神枷锁。与此同

时，各行的学者们都在不断地思考新问题，探索问题的起源，把握未来的趋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

法，从而作出了诸多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说，这也是最神圣的事业和最高尚的一项工作，当然也是

一项难度极大的开创性工作。

其次，作为一个教育学人，最重要的职责应从理论上去把握教育，对全人类的教育现象予以理

性说明和理论阐述，能够植根于实际又高于实际，其作用就比较大。做学问或撰文出书要达到这样

的境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长年的积累和不断的锤炼。一方面，真正的教育理论植

根于实际又高于实际，既有鲜明的现实性与时代性，又有对现实与时代的超越性与理想性。这种理

论不只是实践的操作行为指南，而是提供精神的引导，是一种实践的精神。教育理论应更多地从实

践精神走向实际充实、照亮、引导、激励实践的走向，这或许就是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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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理论研究要说理，要讲道理；教育理论研究是基于个体对教育现象问题的理性的思考，

而不是盲从，从于权威，从于利益，从于时尚潮流，从于众口一词，或从于个人的滥情。

再次，做学问、研究教育要注重从理论体系上进行考察，最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样

价值才最大。他说：科学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的关键。教育学者不仅要在教育科

学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还要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建树。教育学并不是一门很简单的学问，要研究精

到，成效卓著，不仅需要付出激情和努力，而且也需要一流的智慧和头脑，而广阔高远的视阈和广

博深厚的知识积累，更是最基本的条件。教育学者们应当提振精神，好学深思，拒绝平庸，追求卓

越，在新的时代把教育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做前人所没有做

过的创造性的工作，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全面、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构

建一个新的教育学理论体系，给教育学以恰当的理论定位，并透显出教育学的理论价值。研究教育

学中的一系列具体范畴和学说也是如此，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深邃。从纵向说，应

有历史的头脑；从横向说，应有系统和跨学科的观念。

又次，研究学问、构建理论体系，或成就精品力作，需要一种执着和坚守，也可以说是一种愚

笨和痴迷。他说：既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物，又要言之有我、言之有气、言之有情。学

术本来就是有智者、有闲者或清心寡欲者的人生取向，而学者治学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对学术的无

穷乐趣，在学理上有所追求和不可压抑的激情。十年磨一剑，甚至几十年磨一剑，不抱任何功利的

目的，即不以学术作为利禄的工具，却愿意为它付出毕生的精力，有着好之、乐之与学而不厌、诲

人不倦的学术境界。他以为，学问著作之事，既要相互观摩，彼此切磋，亦贵能孤往，既然不以时

代群趋为是，就应由沉潜而千虑一得，以待来者。此外，还要写自己最有感悟的东西，只写自己懂

得的东西，不写自己不懂的东西，并且写得明白易懂，深入浅出，使读者觉得不绕口，好读、好看

点。然而，这些也正是我们的教育研究现实真正的欠缺之所在。

最后，研究教育到一定程度要关注教育内外部的关系，要重视从哲学、社会和 “世界”的角度

反思教育、反思社会、反思历史。他说：基于教育学视角，还有系统和跨学科观念，吸收其他科学

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问题、研究学问很有帮助。教育学、教育学原理要腾空而起，必须善

于依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一切其他科学的支撑，使自己不断丰盈充实起来。反思很重要，也

是必须的。当然，反思需要才气、正气，也需要勇气和骨气。

我问先生：最近在研究什么问题，先生说他正在写 “天人之际”的文章。“天人之际”指天道与

人事相互之间的关系，此语出自汉代司马迁 《报任安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显然，先生在鲐背之年、高寿之时，仍醉心于其终身追求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文化观，探寻

以 “天”为代表的超越世界与以 “人”为代表的现实世界，解释人类文明的真谛，试图构建一个超

越的精神领域，找回人类该有的生命气象，以达成 “天人合一”。我又说：如果先生 “天人之际”的

研究有教育学术成果，我们的 《中国教育科学》杂志很愿意发表。先生答：好！

回到住处，我突然想到，先生可是近百岁的老人啊！不可思议的是，因为我们的交流没有出现

过任何障碍，所以我竟然一点也没有把他当成近百岁老人看待。可见胡先生的身体和思维有多棒！

这又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在本文最后，我想以胡先生在北师大教育系１９４９级同班同学顾明远先生最新撰写的贺信内容结

束本文：“胡德海的新作 《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出版了。我表示衷心的祝贺！胡德海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渊博的知识，对教育有深入的思考。他的大作 《教育学原理》对教育学的基本

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堪为教育学的经典著作。这次出版的 《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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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十多年来他对教育的进一步思考，并对当前的教育实践进行了学理的分析。本书不仅对教育现

实有指导意义，也充实了教育理论宝库。再一次表示祝贺！”恩师之情，永恒于心，衷心祝愿我的老

师胡德海先生健康长寿，再出成果！

（责任编辑　曹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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