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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不要违反教育规律”，这是我

们常听到的呼吁和告诫。 但教育规律是什么？ 教育规律有哪

些呢？

潘懋元先生曾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观点，并详细

论述了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的含义，以及两者

之间的关系。 潘懋元先生的理论影响了许多教育研究者，推

动了对教育规律的讨论和研究。 教育界，特别是教育研究领

域应当对这一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和讨论，全面回答教育规律有哪些的问题，并逐步

系统化，形成共识，进而使其成为社会常识。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管理

工作的实践者，我也常思考教育规律的问题，阅读

了我国古今一些教育论著， 也请教了一些从事教

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形成了若干心得、体会。

所谓规律，就是事物的本质联系，决定了事物

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 教育作为一种人类以人为

对象的社会性活动， 其规律的特点与自然规律有

所不同，教育规律所决定的趋势，即育人的效果具

有统计性，效果的显现具有长期性。教育规律是客

观存在，是人类经过数百、上千年教育实践，或经

过数十年教育实证研究所发现、总结的结论。

我们常说的教育规律实际上有意义不同、属

性不同的两大类，一类是教育发展规律，一类是育

人规律 （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也常称其为教育

规律）。这与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

律相关。作为长期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工作者，

我更倾向于对规律的判断（命题）表述形式，一来

概念、关系清晰，直截了当，无歧义，不模糊；二来

容易记忆，传播，成为常识。

关于教育的发展规律我认识到两条：教育发展

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教育发展是社会

发展的基础，并受社会发展影响。还有一些，尚不知

能否称为规律，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就不再赘述。

育人（教育）规律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的成长规律，是符合

人的成长规律、能够促进人成才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 在

此意义下，育人（教育）规律就是人成长规律的“镜像”。 下面

主要给出自己认识到的三条普适性育人（教育）规律和一条

研究生教育特有的规律。

循序渐进。 人的生理、心理成长是随时间渐进的，这是人

成长的自然规律。 各类知识是有层次、有体系，是呈宝塔结构

的，各种经验也是需要积累的。 因此，育人成才要循序渐进。

孔子《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朱熹注：

“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渐进耳。 ” 华罗庚说：“要循序渐

进！ 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我们曾有过

大规模违反这一教育规律的沉痛教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对工农兵学员的选拔和培养。 当时没有对文化知识的考核

要求，大量初中、甚至小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

育，名不符实，教育质量低下，导致我国十多年的高层次人才

断层，其恶果影响至今。

因材施教。 人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能力特长是有差异

的，这决定了其与不同社会职业、社会作用的匹配性和适应

性。要使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各成

其才，就应当因材施教。朱熹在《论语》的注解中指

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倡

导者和实践者。 高等教育有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

职业教育，大学分学科专业，这是最基本的被动式

因材施教。我们现在距离因材施教还有相当距离，

因材施教需要政府提供条件， 给学校足够的依法

自主办学空间， 需要学校具有相应的教育理念和

条件保障，需要每一位教师身体力行，对因材施教

进行持续研究和实践。因此，目前因材施教更多的

还是一种教育理念。

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常说的，也

是要求学生必须做的。人获取知识、掌握知识需要

运用知识进行实际体验和检验， 这是被人类长期

的学习实践证明了的。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仕而优

则学，学而优则仕”体现的就有孔子学习和实践相

结合的思想。数学是纯理论学科，但我们都知道要

想学好数学，掌握好数学的理论和方法，作数学习

题是必由之路， 作数学习题就是数学中的最基本

实践。数学尚且如此，其他学科就更需要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了。

寓教于研。 创新人才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得到

锻炼，创新能力在科学研究中得到激发，这是研究

生教育的一条特有规律。

教育的对象多样，过程复杂，教育有不同的层次，如基础

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有不同的类型，如普通教育、职

业教育，还有针对某一方面的教育，如德育、体育等。 因此，教

育规律是多样化的，既有普适性的，也有特定类适性的，内容

丰富多彩。 本文所述只是自己对教育规律的点滴认识，而且

能否称其为教育规律也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进一步

讨论。 自己学识有限，认识粗浅，之所以提出来，主要是希望

抛砖引玉， 引起大家对教育规律的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广

泛讨论，以期逐步全部揭示、形成共识、形成体系，使其成为

教育的“孙子兵法”，成为社会常识。
【作者为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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