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２ 卷第 ３ 期

Ｊｕｎ．２０１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２　 ＮＯ．３

ｄｏｉ：１２．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７

论青年毛泽东的主体性教育思想
∗

梁　 茼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广州 ５１０５０７；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青年毛泽东的主体性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旨在救亡图

存、强国新民，主张“三育并重、身心并完”，学习与劳动相结合，以及“自动学习、自力研究”。
青年毛泽东与众多爱国青年一道，以工读新村建设为契机，为主体性教育思想的探索作出重要

的贡献。 青年毛泽东的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参与、激励和增能”三个特质对于理解“中国梦”的

“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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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泽东教育思想与主体性教育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

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

总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１］１。
“五四”运动前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种种

新思潮涌入中国，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
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 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和

爱国青年纷纷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力图借助新

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社会，旨在救亡图存、强国新民，以实现国家独立、
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主体性教育，立足于承认并尊重受教育者在教

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将受教育者真正视为能动

的、自主的个体，通过启发、引导受教育者内在的教

育需求，创设和谐、宽松的教育环境，有目的、有计

划地组织、规范各种旨在提高和发展受教育者主体

性的教育活动，从而使他们成为自主、能动、整体地

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２］。
由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同志与众多爱国青年

一道，以救亡图存、强国新民为目的，以整合家庭、
学校与社会的工读新村建设为契机，为主体性教育

思想的探索做出重要的贡献。 青年毛泽东主体性

教育思想的“参与、激励和增能”三个特质对于理解

“中国梦”的“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青年毛泽东主体性教育思想及其三

个重要特质
“青年毛泽东”的字面含义指“青年时期的毛泽

东”。 由于学界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期没有统

一的定义，为明确起见，本文中的“青年毛泽东”，专
指 １９１８ 年 ６ 月至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的毛泽东同志。

作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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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主体性教育思想旨在救亡图存、强国新民，主
张“三育并重、身心并完”，学习与劳动相结合，以及

“自动学习、自力研究”。 其主要理论来源是“五四”
时期传入中国的“工读新村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

教育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青年毛泽东主体性教育思想，肇端于国家兴亡

和民族危难之际，借助“工读互助、工读结合”的方

式，让学生在农村从事劳作，使其体力劳动与脑力

劳动相结合，强调“三育（德育、智育和体育）并重、
身心并完”，学习与劳动相结合，以及“自动学习、自
力研究”。 在此基础上，青年毛泽东与众多爱国青

年一道，实践“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根本理想”，
由筹备一所秉承适应社会发展办学理念的新式学

校着手，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

为根本理想” ［４］４４９，借助教育来改造社会，最终实现

救亡图存、强国新民的目标。
笔者认为，基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背

景，青年毛泽东主体教育思想依托“参与、激励和增

能”三个特质，对于教育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和整

体性进行必要的探索，客观上为“中国梦”的“凝聚

中国力量”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参与” （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特质———教育活动

整体性的保障

“参与”一般指加入某种组织或某种活动。 而

本文的“参与”，除了前述的含义外，还包含“从事、
约定（承诺）和保证”之意，即身体力行、笃行不倦和

矢志不渝地推进某项计划或某种活动。
１９１８ 年 ６ 月，青年毛泽东即将由湖南第一师范

毕业时，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一道，寄居岳麓书

院半学斋，自己挑水、拾柴、做饭，每天吃一顿蚕豆

拌饭，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为的是在岳麓山附

近建立一个人人半工半读、人人平等和睦的 “新

村” ［３］１０１。 青年毛泽东不仅过着（“从事”）半工半读

的生活，还与同学一道（“约定”） 致力于建设“新

村”。 青年毛泽东上述身体力行的活动，应被视为

“参与”的表现。
青年毛泽东认为，旧教育的弊端之一是德、智、

体被人为割裂，造成学生的畸形发展。 学生一味读

书，不重视体育锻炼，结果“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
族之体质日趋轻细” ［４］６５，有些学校虽然开设体育

课，但由于教育不得法，器材缺乏，学生被动地上

课，效果差强人意。
因此，“新村”十分重视体育锻炼。 青年毛泽东

认为，健康体魄对于青年学生学习与参与社会革命

实践非常重要，因而撰写《体育之研究》，号召广大

青年学生持之以恒地进行（“约定”）体育锻炼，将体

育与德育、智育结合起来。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

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４］６６⁃６７。 青年

毛泽东将体育看作与德育、智育不可分割、相辅相

成的统一体，体育成为“从事”德育、智育的重要前

提，身体好坏对德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要实现“三育并重”，学生需要身体力行、笃行

不倦和矢志不渝地“参与”。 只有学生真正“参与”
其中，才能体会教育活动的整体性。 没有体育的教

育是不完整的，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紧密相连，缺
一不可。

“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
于此有须于体者焉。 直观则赖乎其目，思索则赖乎

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

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４］７１这不仅从侧面说明体

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生理基础，还指出体育

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体育源于劳动，且“体育

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

强意志” ［４］７２，参加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增长知识，
还能陶冶情操，砥砺人的意志品质。 在这个意义

上，与劳动相关的体育“保证”德育、智育的顺利开

展，也应被视为一种“参与”。
（二）“激励” （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特质———教育活

动能动性的筋梁

“激励”一般用于管理学，指激发人的行为的心

理过程，或指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即用各种有效

的方法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努力

去完成组织的任务，实现组织的目标。
“激励”往往与具体时限有关，如果完成某项任

务没有设置一定的时间限制，“激励”就无从谈起。
生产劳动在“新村”中非常重要，工读主义要求“工
作四小时”，具体说来，“睡眠八小时、游戏四小时、
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 ［４］４５０。 这些

具体的小时数，可以看作实现“激励”特质的必要

条件。
“新村”不仅有助于克服旧教育机械割裂学校

与社会的弊端，还有助于学生将学校教育与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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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结合起来，克服“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

园” ［４］４５１的弊端。 学生回归大自然，既可以培养农事

劳动的兴趣爱好（“激励”），又能令其读书学习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在“新生活”中提升其学习的能动

性。 如“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

矣” ［４］４５５⁃４５６。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

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消灭脑体差别，
培育新型人才的根本途径。 青年毛泽东为此身体

力行，工读不辍，为提升教育活动的能动性做出重

要的贡献。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与锻炼身体同样重要的是

增强意志力（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ｗｉｌｌ），它是一项更为基础

和与个体有关的任务［５］６７。 因为“实际行动的关键

首先在于改变人的内心”，故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

“志”（ｗｉｌｌ）的作用［６］７，指出“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

之先驱也” ［４］７２。
进一步说来，“身心并完”应该成为青年学生的

人格理想，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激励”。 “弟始闻

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

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 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

亦无时不可改易也。” ［４］６０ 他在 《体育之研究》 和

《〈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深入阐发“身心并完”的

人格理想对于人生的“自我实现”的重要理论与实

践意义。 外在的“激励”则是借助建设“新村”的构

想，来寻求拯救国民的良方，即当时许多爱国青年

和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即救亡图存，以实现国家

独立和民族振兴。
（三）“增能”（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特质———教育活动

自主性的枢要

“增能”由“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一词翻译过来，又可

译作“充权”或“赋能”，意思是让人有更大、更多的

责任感，有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一般而言，
增能指个人在与他人使用环境的积极互动过程中，
获得更大的对生活空间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以及

促进环境资源和机会的运用，以进一步帮助个人获

得更多能力的过程［７］１９３。
在本文中，“增能”特质与青年毛泽东的救亡图

存、强国新民的“中国梦”有直接的关联。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青年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开篇提及在

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即兴办实行社会说、本
位教育说的学校，从而将家庭、学校、社会整合为

“新村”，以推进开启民智、更新民风的“中国梦”。
在国家存亡、民族兴衰之际，当时的青年学生

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势不可挡的普适责任感紧密

相连，即使传统的内容被消除，但个人的社会归属

感依然存在［５］６３。 这客观上为“增能”的运用提供必

要条件：一是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逐渐

令民众产生无力感；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

质给民众的发展造成直接和间接的障碍，使后者无

法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这种障碍不是不可以改变

的；三是民众都不缺少能力，他们的能力是可以通

过社会互动（互助）不断增加的；四是民众拥有潜在

的能力与固有的价值，爱国的青年学生（如青年毛

泽东）通过“新村”来唤醒他们的团结一心、救亡图

存的意识，并与民众一道推进社会革命；五是爱国

的青年学生与民众构成合作性的伙伴关系。
学习目的是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学习的

过程中，人们总有一个内在的动力问题，即为什么

而学习、学习以后做什么的问题。 青年毛泽东“自
动学习、自力研究”，为的是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借
助农夫、工人、学生和女子等小联合，“由许多小的

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

一个最大的联合”，最终实现“民众大联合” ［４］３７３⁃３７８，
为改造社会，振兴国家而奋斗。

教育活动的自主性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

观，明确自身的学习目的。 伟大的理想是激发斗

志、凝聚人心的精神源泉，也是个人和民族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青年毛泽东与其他爱

国青年经常谈论的话题，既非“浪漫”的情爱之事，
亦非“日常庶务”，而是“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
世界和宇宙” ［８］１０８⁃１０９。 这从侧面说明青年毛泽东

“自动学习、自力研究”的动力来源。
要建设“新村”，必须依靠民众的团结与互助。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多人的力量汇集起

来，就能汇细流成大川，集息壤为高山，同心协力，
共同奋进。 民众的团结与互助恰好体现了“增能”
特质。 “新村”作为实践的模式，主张冲破黑暗社

会，开辟新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

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并以扩

大影响的方法，由村而乡、由乡而县、由县而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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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国、全世界，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不合人

道的旧社会。
由于种种困难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青年毛泽东

发现“新村”生活有“难以克服的弊端”。 事实证明，
“新村”计划虽然有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但缺乏在

当时中国社会实现的可能，而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

中国共产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是最有效的思想武

器。 青年毛泽东逐渐由民主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彻

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建设“新村”的计划与实践

不仅有利于爱国的进步团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以
唤起广大青年学生乃至全体民众的觉醒，还有利于

“激活”社会力量与个体力量之间的内在关联。 此

外，“增能”特质不仅与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自
由人的联合体”美好设想殊途同归，还与“中国梦”
的“凝聚中国力量”不谋而合。

图 １　 青年毛泽东主体性教育思想中“参与、

激励与增能”关系示意图

三、“参与、激励与增能”三特质对于“凝
聚中国力量”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

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

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三个必须”清楚

地概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项基本要求，
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关键路径。

实现“中国梦”的其中一个关键路径，就是必须

“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就是全国人民大团结

的力量。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人民万众一

心的努力，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凝聚中国力量”，
就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就是使 １３
亿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不可战

胜的磅礴力量，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

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青年毛泽东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参与、激励与

增能”三特质，“参与”是基本前提，“激励”是动力支

持，“增能”是关键方法，它们构成一个紧密联系、不
可分割的统一体，对于理解“中国梦”的“凝聚中国

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与”———中国力量是个体力量与整体力量

的有机结合。 个体力量虽然有限，但无数个体参与

国家整体的建设，就会凝聚成无可限量的中国力

量。 “中国梦”是民族复兴之梦，也是每个个体在复

兴过程中的自我实现之梦。 “参与”既强调个体的

参与，又包含着整体对于个体的承诺与保证。 无数

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

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国家发展了，强大

了，人民才能有安全感和幸福感；没有祖国的发展

强大，就没有和平安定的环境，人民也就谈不上和

谐幸福的生活。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激励”———中国力量源自每个人积极、能动向

上的动力。 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享有梦

想成真的机会，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

的机会。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

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 祖国的未来

无限美好，青年的前途无限光明。 只有把人生理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树立为实现中国梦而奋

斗的决心和信心，勇于探索、努力奋斗，才能最终成

就一番事业。
“增能”———中国力量凝聚着无数人自主追求

的共同理想。 中国力量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共同力量。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等，都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 “凝聚中

国力量”，必须把全体中国人的力量汇聚成整体，让
每个人成长、成才的追梦、逐梦之路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道路”完美融合。 届

时，每个中国人将在整体中激发难以估量的潜能和

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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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激励与增能”三特质有利于突出人

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力量

要实现“中国梦”，必须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

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 “在人民面前，我们

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
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
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 ［９］８这

需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建设的积极

性，调动积极性需要一定的内在驱动力（“激励”），
而未来生活的美好前景给人民群众提供了“增能”
条件。 任何梦想的实现，都离不开勤劳的双手和艰

辛的劳动，都离不开坚持不懈、经年累月的实干。
“中国梦”的实现必须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实践为

手段，团结并依靠广大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努力奋斗。
“增能”有助于调动人作为最活跃生产力要素

的积极作用（“激励”），营造有利于民众施展聪明才

智、干事业、干大事、干成事的社会氛围（“参与”），
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实现中国梦必须

以劳动为手段，民众只有也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才能

确保与发展自身的主体性，充实自身主体力量，一
步步将梦想变为现实。

（二）“参与、激励与增能”三特质有利于加强党

的群众工作，密切党群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
民好比土地。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

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１０］１１６２共产党

员不仅要团结广大群众（“参与”），还要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 只有这样，党的群众工作才能做好，
党才会在各项事业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共产党员应在思想上尊重群

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重视和发挥

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励”），与他们一道

“参与”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共同实现“中国

梦”。 这既是“激励” “增能”的要求，也是加强当前

党的群众工作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要巩固自己

的执政基础，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这既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

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 因此，党的十八大

报告强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
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只有这样，中国

共产党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

础，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带领全国人民

实现“中国梦”。
（三）“参与、激励与增能”三特质有利于整合社

会力量，增进社会和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深化改革的号角，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整合社会力量，增进社会和

谐。 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必然会带来改革

的受益者和利益的受损者，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利益

关系，化解利益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在提升执政能力

和巩固执政基础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整合社会力量，首要前提是形成“以人为本”的

社会共同价值观。 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

广大人民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于

“中国梦”的共同追求。 “参与、激励和增能”并非一

味地片面追求经济总量或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而
是综合地考虑内涵的建设与发展，使社会各阶层尤

其是弱势群体能够获得一定的竞争力和较为公平

的竞争机会，使其得以“增能”。 这需要从国家的制

度安排和顶层设计着手，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

结构，并保证这一结构稳定、有活力。 制度要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层面去协调这些阶

层利益。
举例来说，在基层社区建设上，要坚持将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提升民众“参与”社区建设

的积极性）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并切

实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

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还要贯

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
让党和群众在基层社区建设上形成双向的良性互

动。 “参与”不仅包含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还包

含着社区对于居民的承诺与保证。 在基层社区建

设中，努力实现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

是社区部门利益和居民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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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享受发展的成果，这样，群众才会感受“激
励”的作用，积极地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建设，才能

真正把社会的活力激发出来，实现人人“增能”的

局面。

四、结论
青年毛泽东主体性教育思想为“凝聚中国力

量”，共同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实践借

鉴。 就工读新村建设而言，弘扬青年毛泽东主体性

教育思想的“参与、激励与增能”三特质，为实现“中
国梦”而奋斗，这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

命题。 因为这三个特质既有文化传统的背景（历史

上的福利思想和民间慈善传统），又有现代实践的

基础（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需要，也是社

会治理和社区发展等事业的必然要求）。 “凝聚中

国力量”，既要重视传统的部分，也要关注现实的内

容。 实现“中国梦”，必须有所继承，有所创新，在继

承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发扬“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精神，锲而不舍、驰而

不息地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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