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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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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在早期青年教育实践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青年教育思想，其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迫切变革现实、改
造社会的愿望，始终同民族革命、阶级斗争、国家独立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联系在一起，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探索中国特色的教育道路、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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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运动是毛泽东早期探索革命真理、从事革
命斗争的主战场。教育青年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

动的主脉。陈云曾说：“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

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１］毛泽东在早期的青

年教育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崭新的教育理念，形成了

颇具特色的青年教育思想，其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

的光芒，是新时期青年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

主要以 １９１２年至 １９２０年间《毛泽东早期文稿
（１９１２·６—１９２０·１１）》中的书信、文章、读书批注、
讲课笔录、通告等为基本素材，结合《中国共产干部

教育研究资料丛书》及《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书信

集》等文献资料，对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主

要内容、历史特质、理论价值作一粗浅探析。

　　一　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是在他进入湖南省

立师范学习、从事教育活动到投身革命，成为职业

革命家以前形成的。其思想内容涉及治学方法与

人才评判、人才培养、民主治校、青年的全面发展、

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教育体制、办学模式、教育

方针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等方面。主要散见于

《毛泽东早期文稿（１９１２·６—１９２０·１１）》中的《讲
堂录》《＜伦理学＞评注》《致萧子升信》《致黎锦熙
信》《致罗趝阶信》《夜学日志首卷》《体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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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大联合》《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论学

校教育》等读书批注、讲课笔录、书信和文章中。内

容十分丰富，主要可概括为：

１．青年应励志进取，树立远大理想。毛泽东认
为青年人要想“治学”成才，须有大的理想格局，要

有登高望远的气度。１９１５年 ９月，在《致萧子升
信》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

“为世界人之学”的主张。［２］２４同年１１月在《致黎锦
熙信》中，毛泽东又指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物质生

活条件所满足，还应“就良图，立远志。”［２］３１１９２０年
１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在《致罗趝阶信》中说，中国要
造就一种新的气氛，“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

‘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

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如一面旗子，旗子

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２］５５４接受

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就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者。他教育广大青年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确立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

会创办时的情景说：“学会成立时，我们一班年轻人

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

从认识上还很朦胧，很空泛。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

通过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

目标的共同方法……使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

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抛弃了小资产

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

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

救中国。”［３］正是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大批热血

青年，胸怀变革中国与世界的抱负，研究和探索革

命的真理，牢固地树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毅然

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２．青年应文武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毛泽东
认为，青年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德育、智育、体育

协同性发展，追求身体与心理的共同完善。１９１６年
１２月９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古称
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

德智体之三言。”［２］５９在 １９１７的《体育之研究》中，
毛泽东又指出“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２］６７

认为青年教育宜德居首位，体是基础，以此来传授

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在德育方面，毛泽东倡导爱

国主义与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

积贫积弱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

剥削，要挽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就必须彻底

地反帝反封，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从而，毛泽

东的早期青年教育思想，也突出表现出他反帝反封

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毛泽东教育青年要立奇

志、做奇人，认为青年人的视线和精力不要只是一

味朝向名利追求，而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为实现

真理而斗争。１９１７年 ８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
信》中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生未得真

理，即终生无志。”［２］８７

在智育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青年失学的大多，很多年轻

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智育发展不够。他在 １９１７
年１１月的《夜学日志首卷》中说：“社会之中坚实为
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

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

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

材。”［２］９６因此，中国要获得进步与发展，就必须开民

智，造就有开拓能力、具备真才实学的人才来担当

改造社会的重任。而要发展智育，就必须遵循智育

的规律。１９１５年６月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说：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

专门。”［２］７在智育的各项课程中，毛泽东特别重视

国学、历史和地理，目的是为了让青年更多地了解

本民族的人文历史知识，懂得中国国情，以唤起其

爱国热情。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亲自担

任历史教师。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的《夜学日志首卷》
中，他描述自己“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之最

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２］１００

可见，毛泽东对智育的重视，始终渗透着思想政治

教育的因素。他的这一教育理念，对后来中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体育方面，毛泽东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

体魄”的教育主张，极力推崇“心力”与“体力”二育

并重。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

指出：“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

耳。”“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

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２］６７他教育青年要始

终坚持体育锻炼，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

志。毛泽东认为，中国旧教育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

多偏于智育而忽视体育，“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

于体”，［２］６８“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

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

乎？”［２］６７青年要保持旺盛的精力，必须加强体育锻

炼，增强自身体质。为此，毛泽东经常组织青年进

行诸如游泳、登山、体操、长途步行等各种各样的体

育活动。他曾在日记本里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

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

穷！”［４］２５正是这种“其乐无穷”的奋斗精神，激励一

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以健壮的体魄、昂扬的斗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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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生。

３．青年应重视个性完善，积极开展自我教育。
在青年的成长过程中，毛泽东主张青年应发展和完

善个性能力，反对奴隶式的和填鸭式的教育以及惩

罚性的考试制度。在１９１９年７月的《民众的大联
合》中，毛泽东提出了青年应重视个性完善，自觉地

“结合同志，自己研究”，进行“自教育”的主

张。［２］３７５毛泽东的“自教育”思想强调青年心智成长

规律和个性发展的特点，要求青年学生在自我修养

和教学相长上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认为“学

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

有内的主观的”，［２］６９“读书求知主要靠自己；教员

不过是块指路碑，告诉你们向何处去。假使你们自

己不走的话，就一辈子停在碑跟前。”［５］３４２为了让青

年学子有效开展自我教育，毛泽东组织了多学科的

学术研究会，创办了多种学术刊物，设立了图书室

等。同时，他认为教师的作用不仅仅体现为传授知

识，还要体现为提出问题，挖掘学生的个性潜能，充

分调动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其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促使其“自完成

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人格。”［６］３１毛

泽东的这种教育理念，被蔡元培先生赞誉为“以学

者自力研究为主旨”的“实是颠扑不破的”主

义，［６］４７－４８给后世教育者以无尽的启迪，至今仍然

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４．青年应面向实际，周知社会人生。毛泽东认
为，青年作为社会中朝气蓬勃、代表未来的新生力

量，在努力求学的同时，更应了解社会。他教导青

年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做社会大学校的

“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锤炼自己的品质。在１９１３
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说：“通今，如读史必重近

世”，［２］６０１“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

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２］５８７

为此，毛泽东经常采取游学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

会考察，读无字之书。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就是活

生生的教材，接近社会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

的东西，只有周知社会人生，才能为改造社会创造

条件。他看重理论学习的必要性，但更重视理论与

实际的结合，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如何在研究现

实问题中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１９２０年 ９月，在
《大公报》的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事，有

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

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

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

的。”［２］５１７－５５７在湖南自修大学的教学中，毛泽东十

分重视对学生的实践教育，明确要求青年学生注重

社会实际问题，回到民间去，在工人农民中间开展

调查研究，做教育运动工作，在农村“设农村补习学

校，引导农民们工人们到自觉的路上去。”［６］１４８正是

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大批青年学生走出书斋，

深入实际，他们在田间地头考察农民们的生活情

况，到工厂矿山了解工人们的生活需求，亲眼目睹

了下层劳动人民苦难的生活，体察了人民群众中蕴

藏的巨大革命力量，从而坚定了走革命道路、变革

社会的决心。

　　二　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历史特质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

历史范围之内。”［７］“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

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

求。”［８］同样，要把握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历

史特质，片刻也不能离开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

分析。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个人的生活经

历，造就了他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历史特质，主要

表现为：

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毛泽东从事革命实
践之日，正是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之

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给中国人

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华民族日益觉醒，人民群众

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对毛泽东触动很大，他对劳

动人民的朴素感情也日益发展为对旧社会的不满。

在此基础上，他牢固树立了“以天下为已任”的豪情

壮志。因此，在他的早期青年教育思想中，饱含着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强烈的变革现实、改造

社会的愿望，始终同民族革命、阶级斗争、国家独立

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联系在一起。这是毛泽东

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显著特征。

２．浓郁的民族气息。毛泽东从小习读四书五
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很相信孔夫

子”，［５］８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反映

农民起义、精诚团结、反抗专制权威的章回小说，更

是着迷，认为这些书对他的影响很大。［９］１０８以致从

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头脑里便有“学梁山泊好汉”的

意识。［１０］再加上作为“芙蓉国里”的儿子，毛泽东长

期受到湖湘文化的教化，对王夫之、魏源、曾国藩、

杨昌济等人推崇备至。１９１７年毛泽东在《致黎锦
熙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２］８５又说“在

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４］１２７倡

导“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不断激发

着毛泽东的民族情怀，使他于乱世之中，心系天下、

忧国忧民。因而，在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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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把民族振兴作为主要目的，要求年轻人要关

心时事，体察民情。在 １９１９年 ８月的《民众在联
合》中，毛泽东曾以青年的身份自豪地宣称：“天下

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

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２］３９０教

育青年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肩负起改造旧中国

的神圣使命。同时，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民为邦本”的思想，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历

史进步中的伟大力量，这成为他早期青年教育思想

的重要内容，在１９１３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说：
“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理何？理也，

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下矣。”［２］５８８

所以，毛泽东的早期青年教育思想深深打上了中国

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烙印，具有浓郁的民

族气色。这是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又一重

要特征。

３．突显的思想政治教育位格。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命运多舛，在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无数仁人

志士都把目光投向西方，试图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

文明里找到重振民族雄风的良方。青年毛泽东显

然也深受这一思潮的感染，他不仅对郑观应、康有

为、梁启超等本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

想非常着迷，而且对亚当·斯密、达尔文、赫胥黎等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也格外痴情。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巨大，使

他眼界大开。因而，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中，

尤其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他认为青年应把

思想进步作为立身的根本和成就事业的基础。他

说：“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１１］并指

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

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

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

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

义。”［４］３１毛泽东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更重视其实效

性。他创造条件，教育引导青年，远离低级庸俗情

趣，追求远大理想，崇尚主义信仰，并身体力行，给

青年作出表率，影响和感染了很多人，在青年中享

有很高的威望。李立三曾说：“远在五四运动以前，

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

表率。”［１２］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大批进步青年

牢牢树立了奋发向上的人生理想和信仰，把个人的

命运与国家前途及社会进步紧密联系。他们畅谈

“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及“如何使个人及全

人类的生活向上”，［４］３４生活中洋溢变革社会的革命

热情与昂扬斗志。因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年

成长中的作用，突显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年教育中的

位格，是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

特征。

４．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毛泽东说：“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

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

新考虑自己的问题。”［１３］事实正是如此。如前所

述，和大多数中国先进分子一样，毛泽东在国难当

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时，曾广泛地接受新思想，

受过形形色色思潮的影响，脑子里是个思想大杂

烩。１９２０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开始接
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很快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者。他说：“到了一九

二０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９］１３１一旦确立了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就有了自觉

的方向。在他的早期青年教育思想和实践中，一方

面，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努力提高青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譬如：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时，他在教学内容中开设了诸如《共产党宣言》《科

学的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等等。正是

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大批热血青年，获得了马

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启蒙，并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

主义信仰，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了不朽的

功勋。从而，矢志践行马克思主义，自觉用马克思

主义教育广大青年，引导他们追求共产主义伟大理

想，是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

　　三　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价值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以师范生和教师的身份

踏上革命征途的。他当时最主要的经历就是接受

师范教育和从事青年教育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形

成了一系列独到的青年教育思想。尽管这些教育

思想，还谈不上是系统性的教育理论，但其中所阐

发的众多见解，尤其是在人才评判和培养、教育方

法、教育社会功效等方面的主张，对毛泽东教育思

想的产生与发展、对探索中国特色的教育道路、推

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首先，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为毛泽东教育

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前所述，

在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活动中，他特别关注青年全

面发展的问题。因而，他也特别痛恨旧教育对青年

健康成长的压抑，立志要对旧教育进行全面的革

新，并在如何理顺教育与教学的关系，协调青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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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学校、家族及社会的矛盾等方面，有匠心独具

的思路。如果说在１９２０年夏季以前，毛泽东提出
的“工读结合”“三育并重”“身心并完”“自由研

究”“周知社会”等青年教育思想，尽管从根本上来

说，还没有跳出以教育为本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圈子的话，那么，他的教育与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青

年不再沦为旧社会的“少爷”“小姐”“书呆子”，而

成为有理想、有个性、有文化、有担当、面向实际、关

心社会、适应中国形势需要的“新人”的思想，也恰

恰是后来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要旨。而到了１９２０年
夏，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其教育观也实

现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他对青年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青年教育实践

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

析、回答现实问题，教育青年在实践中理解理论知

识，增长才干，提高解决实际问题有能力；要求青年

学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强

调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等等，这些更是毛泽东教

育思想的精义所在。所以，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

想，孕育了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

形成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次，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是新中国社会

主义教育方针的思想源头，也是人们把握人才标准

的重要价值评判。毛泽东在早期青年教育活动中

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这成为他后来教育思想

的基本点和贯穿一生的教育理念。１９５７年，毛泽东
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

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

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１４］这里的德育就是要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智育就

是要拥有比较广博的知识；体育就是要锻练身体，

强健体魄。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对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提出来的。

但是从思想渊源上看，与他早期强调青年教育必须

“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思想紧密联系。可见，

“三育并重”作为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的核心

内容，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思想源头，也

是社会主义优秀人才标准的重要价值评判。

再次，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中的许多观

点，尤其是在教育方法和教育改革方面的见解，对

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观点；坚持理论教

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观点；注重个性发展、培养

健全人格的观点；主张启发式教学的观点；力倡教

学民主、师生平等的观点，等等。这些对我们今天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深入理解党的青

年教育思想、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据广大青

年的成长实际和教育环境变化，把青年的人格教育

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强调素质教育、培养青年个性等一系列教育理念具

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总之，毛泽东的早期青年教育思想是对中国几

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和腐朽教育模式的反叛，在这种

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有力推动了中国教育

的变革和社会进步。正如有学者所言：“实现中国

梦需要强劲的精神动力。”［１５］吸取历史智慧，正是

获得精神动力的重要途径。从而，深入研究毛泽东

早期青年教育思想，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毛泽东教育

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更好地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蓝图，做好新时期青年教育工作，弘扬中国精

神，获取精神动力，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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