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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巴特作业思想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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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巴特 （ Ｈｅｒｂａｒｔ
， １ ７７６

－

１８４ １ ） 曾经说过 ，出
“

教育性教学
”

， 将智育和德育过程紧密结

为防止学生忘记学过的知识 ， 最有效的手段是练合 ，
相较于裴斯泰洛奇等人的观点 ， 这是

一

个

习 。 作为与福禄贝尔和第斯多惠等同时期涌现的巨大的进步 。 因为洛克 、 卢梭和裴斯泰洛奇等

著名教育家 ， 虽然他们都阐述过有关
“

作业
”

的都非常重视德育 ， 但却都不同程度地轻视系统

观点 ， 但赫尔巴特和福禄贝尔等在作业的观点上的知识传授。

有着本质的区别 。 在赫尔巴特与作业相关的观点 赫尔巴特更多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理解教

论述中 ， 他有时使用
“

作业
”

， 有时使用
“

练育 ，
他主张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 。 他

习
” “

训练
”

等相近的词语。从
“

性恶论
”

的角度出发 ，
认为儿童生来就有

一

种处处驱使他的不驯服的烈性 ， 有一种
“

盲目冲
一

、 赫尔巴特作业的基本思想
动的种子

”

。 这样的政治观 、 基本的人性论和教

赫尔巴特认为 ， 教育是个体
“

系统
”

地学育思想 ，
影响了赫尔巴特的教学观点 ，

以及有关

习知识的过程。 他认为 ， 教师应该是
一

名
“

建作业练习的观点。

筑师
”

， 应该以知识为材料 ， 不断塑造和建设 １ ．
“

管理
”

中 的
“

作业
”
一

作业是管理 的方

学生 。 赫尔巴特对教育过程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法之
一

括
“

管理
” “

教学
”

和
“

训练
”

三个部分 。 管基于
“

性恶论
”

的判断 ，
赫尔巴特认为管

理是为教学和训练创造条件。 训练就是德育 ，理应放在整个教育过程的最前面。 他强调教学中

形成意志 、 培养品德 ， 他认为德育是整个教育要有
“

惩罚的威胁
”“

监督
”

等主要管理办法 ，

所要达到的
“

终极 目的
”

。 因此
，
赫尔巴特提辅助的方法则是

“

权威
”

与
“

爱
”

。 因为赫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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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认为
，
只有学生安分守己 ， 才能达到教育的目在教学方法上 ，

是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各种练习 、

的
，
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形成守秩序的精神 。演算及按教师指示来修改作业 、 练习等 。

他认为管理方法包括 ：

一是运用惩罚的威胁 ；

二赫尔 巴特的阶段教学法建立在心理学基础

是监督 ；
三是命令和禁止 ；

四是包括体罚在内的上
，
比较细致地考虑了学生学习的心理状态和兴

惩罚 ， 这种惩罚包括
“

剥夺自由
”

、 站墙角 、 禁趣
， 考虑到不同的教学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

止吃喝食物 、 关禁闭 、 体罚 、 使用惩罚簿等 。 赫 法
；
重视运用统觉原理 ， 要求在已有经验的基础

尔巴特所讲的惩罚簿 ，
就与作业和练习相关 。 因上建立新的经验 ， 同时在原有知识基础上使新知

此 ， 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
“

传统教育
”

凸显的是识得以整理 、 系统和概括 。 他重视通过练习 、 作

教师的地位 ’ 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和训育成为整个 业等活动使所学知识得以巩固 。

教育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 往往采用强迫作业 、３ ．德育 中的
“

作业
”
——作业是

一

种性格训练

威吓 、 监督 、 惩罚等方法对学生进行灌输 ， 学生赫尔巴特极其重视道德的教育 ，
他认为德育

毫无主动性可言 。是全部教育的核心 ，
而且必须贯穿教育过程的始

２ ． 教学 中 的
“

作业 练 习
”
一－

作业是《学巩固终 。 他主张培养学生五种基本的观念 ， 即
“

内心

手段自 由
”“

完善
” “

仁慈
” “

正义
”

和
“

公平或报

赫尔巴特最著名的观点 ，

一

个是关于
“

意偿
”

， 他认为这是永恒不变的美德 。

识阈
”

， 另
一个就是阶段教学法 ，

即
“

明了
一联性格训练是赫尔巴特的道德教育方法主张 。

想一系统
一

方法
”

。 赫尔巴特认为在各个学习阶他认为 ，

“

训练还有
一

个重要工作要做 ， 即是注

段 ， 教师都要结合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 ， 采用意防范热情的冲动 ， 避免情绪的爆发 。

”

赫尔巴

不同的教学方法来达到不同的教育效果 。 其中 ：特建议通过约束 、 限定 、 抑制 、 训诫 、 制裁 、 谴

（ １ ） 明了阶段 ， 要求教师尽可能简练 、 清楚 、 明责 、 劝告 、 惩罚以及瞀告等手段 ， 摧毁儿童
“

顽

白地讲解教材 ， 用讲解 、 示例或演示等叙述的方强
”

的意志 ， 使他们从小就成为
“

恭顺
”

之人 ，

式进行教学 ；
⑵ 联想阶段 ，

这一阶段要让学生以免长矩对社会秩序产生危害 。

在旧观念的基础上形成新观念 ，
这时教师应该采＿

二、 赫尔巴特作业思想评析
用分析教学方法 ， 师生之间要进行无拘束的 、 从

容不迫的谈话 。 这种谈话要建立在学生已有知识赫尔巴特作为德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 ， 具有

的基础上 ， 以便唤起学生已有观念 ， 并使之建立很多突出的创见 ， 比如 ： 通过各种学科来引起学

与新的观念的联系
；

（
３

） 系统阶段 ，
这一阶段教 生多方面的兴趣 ；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牢固的知

师要指导学生寻找
一些确切的定义和结论 ， 同时 识

， 并且注重在教学中实现德育教育 ； 根据学生

得出各种各样的概括 、 结论以及规则原则 ， 教师的不同心理状态和兴趣进行教学 ；
学生应该对教

适宜采用综合法 ； （ ４ ） 方法阶段 ， 即应用或练习材进行深入的学习钴研 ， 并且对问题进行认真的

阶段 ， 主要是使学生把系统化了的知识运用于实思考探究 ；
重视练习 、 训练和实际操作去巩固知

际 ， 从兴趣方面来看 ， 要由学生自 己去做作业 。识等 。 赫尔巴特有关作业的观点虽然很少 ，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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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的时代局限性 ， 但是对今天的作业研究与实要关注作业内容对于学生品德 、 人格 、
意志力的培

践依然有
一

定启发意义 ：养 。 诸如长作业对于学生坚持的品格的培养 ， 合作

１
．强 调作业练 习 是巩 固教学 内 容和 管理教学 的性作业对于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等 。

重要手段４ ． 兴趣需要通过教学和训 练的过程来达成

赫尔巴特所讲的练习 ，
包括作业

、
写作与改赫尔巴特把

“

多方面兴趣
”

看作教学的
“

直

错等 。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
赫尔巴特把练习 、

接 目的
”

，
把整个教学的过程看作兴趣的产生和

作业作为教学的某
一

个阶段 ， 他主张通过
“

练发展的过程 。 他认为如果学生不能在教学的各个

习
”

来培养学生把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能力 。 他认阶段保持
一

定的兴趣 ， 那么教学活动是不可能顺

为
，
作业

、
练习有助于让学生的

“

心智
”

敏锐起利有效进行的 。

来
， 只有坚持反复练习 ，

学生的
“

行动能力
”

才赫尔巴特把传授知识和培养兴趣看作紧密相

能达到熟练的程度 。 赫尔巴特认为 ，

“

学生通过联系的同
一

个过程。 他认为
“

多方面兴趣
”

是充

作业 、 自 己写作与修改可以得到方法的思考练分的知识训练的结果 ，
唯有在

“

范围广泛的 、 联

习 。

”

在赫尔巴特看来 ， 作业不仅仅是为了加深系得很好的系统知识
”

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多方面

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新知识的理解 ，
还包括促进学兴趣 。 这一思想有助于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 ， 即

生思维的发展和训练 。 此外
， 赫尔巴特还非常强为了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 ， 教师要十分重视给

调把作业作为巩固教学内容 ， 管理学生和训练道学生传授新知识 ；
而给学生传授新知识又有助于

德的重要手段 。 因此 ， 将作业 、 教学
一

体化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 赫尔巴特认为必

也是今天作业需要思考的重要原则之
一

。须设立范围广泛的课程 ， 通过在教学中学习这些

２ ．重 视将心理学作为作业研究与实践的基础课程 ， 从而能够对学生进行充分的知识训练 ， 达

十九世纪时
，
传统官能心理学仍然占着统治到培养学生多方面兴趣的 目的 。

的地位 。 康德否认心理学是科学的思想控制着整因此 ， 赫尔巴特有关作业思想的逻辑链似乎

个德国乃至欧洲 。 但是赫尔巴特不仅提出心理学可以归纳为这样的基本思路 ：

“

广泛课程一知识训

是一门科学
，
而且认为教育学知识领域中大部分练一多方兴趣

”

， 即借助广泛的课程来达到知识训

的缺陷是因为缺乏心理学的结果 。 因此 ， 赫尔巴练 ， 从而形成学生多方面的兴趣 。 可见
，
作业 、 练习

特很多理论都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 ， 开辟了教学等也是形成学生多方面兴趣的手段之一。 这与我们

论研究与实践的新道路 。 作业研究与实践也需要现在强调作业本身对学生兴趣的激发及让学生对

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 。作业感兴趣的思想是相反的 。 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３ ．强调作业的德育作 用就是 ： 培养
、
激发和发展学生兴趣是作业的目的本

赫尔巴特的
“

训练
”

，
与我们现在所讲的作业身 ， 而不是要通过作业形式本身来激发学生做作

大相径庭 。 但是赫尔巴特强调各种作业 、 训练和练业的兴趣 。 作业是培养兴趣的手段和途径 ， 而不

习对于学生德育的作用 ，
与今天

“

立德树人
’

ｊ虽调是兴趣是做作业的前提条件 。 令

育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 在作业设计和实践中 ， 同样 （责任编辑 刘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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