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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u Zuofu was a famous industrialist in the modern society. By analyzing current historical materials，we find that
Lu is also a prominent educator and science communicator. Here，hi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his
practice have been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Furthermore，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an objective appraisal on Lu’s
science education engagement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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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纵观卢作孚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教育家

和科学传播者。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卢作孚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归纳了卢作孚科学教育内容

和实践，并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对卢作孚科学教育思想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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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 （1893—1952 年），四川省合川县

人 （今重庆市合川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

国实业家。因其创立并成功经营民生公司和

北碚试验区而蜚声中外，被毛泽东评价为我

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需要指

出的是，面对近代中华民族的国势衰微，民

生凋敝，作为爱国实业家的卢作孚痛心疾首。

他曾在 《四川人的大梦其醒》 等文章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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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检索平台为中国知网 CNKI，检索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21 日。2、以上检索限定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

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

库”和“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表 1 有关卢作孚国内相关文献检索

要图谋改变现状，必须加强人的训练，提高

国民素质，必须“以科学代替迷信，以艺术

的生活代替一切下流无聊的娱乐。”[1]因而，

他尽其所能地投入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同晏

阳初、梁漱溟一道，被称为我国二十世纪二

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三杰。纵观卢作孚

的一生，科学教育始终是其中浓墨重彩的部

分，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

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传播者。

其实，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卢作

孚所涉及的这些科学教育活动，已经是当时

当地的实际的科学传播活动的重要形式和内

容了，因而，这也应是中国科学传播史的一

部分重要内容，相应地，其倡导和力行者卢

作孚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是颇为值得研

究的。

然而，如表 1 所示，当前虽然对卢作孚

的研究已有很多，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他的乡

村建设、管理、现代化、科学、旅游思想等

方面。在知网上的检索显示：涉及科学议题

的研究有 32 篇，但其中真正针对卢作孚科学

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仅有文献[2-4]，而且它们

也仅对卢作孚科教事业的某个方面进行了论

述，基于文献[2-4]，本文试图在尽可能全面

地占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卢作孚的科学

教育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分析，以期我

们能更好地继承并发展他的科学教育思想。

1 卢作孚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
卢作孚处在传统教育向现代科学教育转

型的历史时期。他曾就读的瑞山书院当时已

初步具备现代小学的性质，开设了数学等课

程。卢作孚在读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1908 年，15 岁的

卢作孚怀揣着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只身前往

成都补习学校专攻数学，从此开始了他半工

半读的自学生涯。在短短的大半年内卢作孚

就学完了当时能看到的中文版的全部数学课

程，为了进一步阅读、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书

籍，他又刻苦攻读英语，用半年时间学完当

时能得到的少量英语版数学书籍。其后他编

著了 《代数》、 《三角》、 《解析几何》、 《代

数难题解》 等书稿，还出版了 《应用数题新

解》 一书。数学学完后，卢作孚又倾注于古

文、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等学科[5]13，这

不仅丰富了他的科学知识，还为其后来从事

科学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从 1910 年开始，卢作孚深入地

研读包括卢梭的 《民约论》、达尔文的 《进

化论》、赫胥黎的 《天演论》 等在内的诸多

国外书籍。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与研究，

卢作孚打开了眼界，对于如何使自己的祖国

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有了较为系统的思考

和认识。1914 年，卢作孚来到了当时中国最

繁华的城市———上海。在上海期间，他结识

了大教育家黄炎培，黄炎培先生非常赏识卢

作孚的德才和抱负，不仅介绍他参观了不少

学校和民众教育设施，还将自己的苏、皖、

赣、浙、鲁、冀等省 《教育考察日记》 送给

卢作孚研读。这次上海之行使卢作孚认识到

了“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 [6]。随后，中

国爆发了提倡崇尚自然、讲究实用、发展科

学技术等的新文化运动。时任 《川报》 社长

兼总编的卢作孚不仅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

影响，而且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在“五

四”运动爆发后，成了“德”、“赛”二先

生在西陲之地的主要鼓吹者。据高孟先追

忆，“‘五四’运动使卢作孚深刻地认识到，

社会的进步、落后，与科学是否发达关联极

大”[3]。

20 世纪初，很多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

和宣传，其中杜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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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适所言，“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

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有杜威先生那样大。”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教育主张备

受卢作孚推崇。卢作孚曾在 1922 年 《教育方

法与暗示》 一文中提到“杜威氏以暗示为思

维惟一之要求，实亦一切知识获得之锁钥，

其为宝贵，从可知也。”[7]并在 1930 年他亲自

带领考察团奔赴崇尚杜威思想的教育家陶行

知所极力提倡的燕子矶小学考察，在燕子矶小

学看到“1.学生教材绝少在书本上，多在校外

获得适用的教材、让学生自己求得常识；2.校

内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小商店，以学生的储

蓄组成，并让学生自己管理、经营；3.学生自

己组成一个救火队；4.学生自设一医院，自设

诊所，校外人也可来诊；5.学生自办一时事新

闻报社，编辑也由学生充任。 ”[8]之后，更加

信奉杜威的教育思想，并在瑞山小学、北碚

实用小学、兼善中学的学校教育以及峡防局

民众的教育上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教育实践

成果，从而在科学教育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

步伐。

为了推动北碚地区的科学、文教事业的

发展，1930 年，卢作孚等人到上海、青岛、

大连、沈阳、哈尔滨、敦化、唐山、北平、

天津等地进行了为期约半年的实地考察，他

们参观了科学研究所、大学、中学、小学、

博物馆、图书馆等等。同时，还与科研院所

进行了学习和交流，并把随身携带的动、植

物标本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

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浙江、江苏两省的昆

虫局进行交换。通过到华东、东北和华北等

地的考察和学术交流，卢作孚除了认识到当

时世界强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的厂矿企

业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组织的严密性和先

进性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在国家兴盛

中的重要性，进而使卢作孚更加意识到建立

研究机构，从事科学之探讨、科学之教育是

当时闭塞的西部地区人民了解科学、认识科

学的关键所在。

2 卢作孚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2.1 今舍教育，民不能富，愚不能破，国不能强

面对几千年封建统治造就的国民素质低

下，卢作孚多次强调“今舍教育，民不能富，

愚不能破，国不能强”。他在 《各省教育厅之

设立》 一文中讲道：“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

人，且始终认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以谓

立国家于法治，而缘实业致富，军备致强，

民智民德，顾乃卑下。”[6]因此，卢作孚认为

要破除愚昧，“期于以科学代替迷信，以艺

术的生活代替一切下流无聊的娱乐”[1]；要国

家富强，人民富裕，根本出路在于加强人的

教育与训练：“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

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所以根本在先

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9]因为，

“一切病象，皆缘于人，须教育救治之：一切

事业，皆待于人，须教育兴举之。今舍教育，

民不能富，愚不能破，国不能强。”[10]

卢作孚不仅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对

于如何在当时中国训练现代科技人才也进行

了思考，并具体提出了两点见解：“第一，

要将现在负起责任，要解决社会上某种问题

或训练社会上某种人的人，随时送到现代的

旁的国家去，先受过训练。第二，是要多多

请旁的国家有专门技术而又有训练人的技术

的多多到中国来帮助训练，乃能训练成功许

多新的社会里边需要的人才，训练成功许多

训练的人才，使他们能够从旧社会当中创造

出新的社会来。”[9]

2.2 重视科学、倡导科学

在卢作孚看来，科技文化落后是导致国

力衰竭的重要原因，并且在 《事由书》 中指

出：“吾国过去忽视科学，以致文化落后

值此国难严重，百物凋敝之秋，对于文化建

设，亟应认定目标，先树基础，俾期逐渐发

展，获得成效，以裨益国家，福利人民，进

而探讨研究，日新月新，求与欧美文化并驾

齐驱。”

因而，卢作孚认为：加强文化教育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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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传播是改变当时中国落后面貌的有力武器。

为此，他致力于“以机器替代人力，以科学

方法替代迷信与积习”[11]，并提出“凡现代国

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

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明，

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

到各市场或乡间。”[12]280“现代的国防、交通、

产业、文化各种新消息，在一切公共的地方

陈列着，在一切公众经过的地方陈列着，让

人阅读。”[12]279 以实现把最新的科技成果渗透

进民众中去。
2.3 科学教育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卢作孚认为：传统教育偏重于课本，而

课本又与实际相脱离，因此，他致力于对传

统教育的改革，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科学教

育方法和观点。
2.3.1 教育应当与实际相结合

卢作孚十分重视实践在教学中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学骑马，要在马上学；学游泳，要

在水上学；学用机器，要在机器前面学。”[13]475

为此，卢作孚认为必须：“打开校门，使学

生日常能与自然和社会接触。不但要让学生

到自然界或社会里去，并且要让社会的或自

然的教材到学校里来。”[14]401 如此一来学生便

“不但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还要去多识鸟兽

草木，不但是专从书本上去看人的言语行动，

还要从实际上去看人的言语行动，而且要亲

去言语行动。要从自然界，从社会上，才能

得着真切的知识，书本不过是记载那些知识

的东西，并不是知识。要养成儿童获得知识

的能力，他才能够一辈子随时随地获得知

识。”[15]76 就此，我们甚至可以看出某种早期

对于博物学教育的朴素重视。
2.3.2 以“启发式”取代传统的“灌输式”

卢作孚十分反对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

而忽视动手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他曾经说

道：“教育不但须多予儿童以经验，尤须多

予儿童以甚熟而可运用之经验。然则经验而

至于可以背诵，可谓熟矣！问时教育之以背

诵为方法者，非良好之方法乎？不知经验之

熟，不贵温习，而贵运用。”[7] 因而，卢作孚

始终强调通过启发式教学，来不断引导学生

学会学习，不断挖掘学生的潜力，不断激发

学生主观能动性：“最好的教师，是帮助学

生自己学习，帮助学生自己解决实际问题，

各个学生都有他的天才，要看教师如何去帮

助发展他。”[16]452 并以自己教数学的经验为

例：“我曾教过中学的算术，用学生自学的

方法，最初教得很慢，整整一学期，才把基

本四法教完，而那班学生即可拿他所学的问

题去考那些高班次的同学，而不能解答。至

于他们以后学分数、学比例，学百分，太容

易了。因为那都是由四法演变下去的，所以

学生完全可以很快地学起来了。”[13]477 进而认

为“唯一的施教方法，就是教学生如何去思

想，并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数学上去。要做

到这个地位，并不困难，只要告诉学生五个

秘诀：(1)看清楚；(2)听清楚；(3)想清楚；(4)

说清楚；(5)写清楚。这样，使数学上的一字

一句，都弄得十分明了，十分透彻，不许有

丝毫模糊，将来应用于做事，也能如此，自

然是事半功倍。”[14]399

2.4 科学教育应当做到学校与社会并重

卢作孚认为：“教育应造成环境，无论

是学校环境或社会环境”，“就得天天研究布

置环境。”[13]476 对于学校环境，卢作孚认为：

“第一，要事在选择适宜的地方，求便利周围

就学的小孩子；第二，要事在建筑经济而适

用的校舍，辟广大的运动场和校园；第三，

要事在购丰富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

要使学校成为极可爱的地方，里面有许多可

爱的东西，让那些小孩子去努力经营。”[15]76

对于社会环境，他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

“讲究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于环境中熏陶民

众。”[17]11 譬如，他邀请社会各界名人 （例如，

冯玉祥、孔祥熙、杨森、马寅初、陈独秀、

郭沫若、黄炎培等） 来北碚或民生公司讲演

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教育等各种专题；

在有人出入的地方贴上各种常识的照片和图

画，并设立起了民众学校、传习处或普通常

杨 琴 刘 兵 卢作孚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探析研究论文

85



2014 年12月 第 9卷 总第 5猿期6

识教育点等。

3 卢作孚科学教育的实践
卢作孚的科学教育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

段：一是 1921 年初至 1922 年夏的泸州“新

川南”教育试验；二是 1924 年春至 1925 年

春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三是 1926 年至

1952 年以北碚为中心所开展的学校教育、社

会教育等实践活动。这三个阶段衔接紧密，

且特点鲜明，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卢作

孚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的转变和飞跃。
3.1 破旧立新的川南教育试验

“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 《川报》 社长

兼总编的卢作孚在 《川报》 上发表了许多宣

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文章，成为当

时西南地区“德先生”、“赛先生”的主要鼓

吹者之一。为此，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

永宁道尹杨森十分钦佩卢作孚，并热忱邀请

他到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帮助

建设“新川南”。在川南教育改革试验中，卢

作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创办通俗教育

会，开展社会教育，以消除国民愚昧、自私

的认识；二是整顿川南师范学校，彻底改革

当时的学校教育体制。

通俗教育方面：在卢作孚的引导下，泸

州不仅在白塔寺创办了通俗教育会，而且建

起了图书馆和阅览室，举办各种展览，与此

同时，卢作孚还派人挑书下乡将图书送到各

个村庄供人阅读，广泛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民

众教育运动。另外，卢作孚还在泸州推行声

势浩大的移风易俗活动，宣传放脚、剪短发，

实行男女同校读书等，并适时地开展了卫生

运动，提倡讲卫生、爱清洁、预防疾病、增

进体质；为中小学生普种牛痘等等。学校教

育方面：首先，改造学校环境，购置仪器设

备及图书资料等；其次，更换了维护旧思想

的师资队伍，诚邀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少年

中国学会的会员担任管理人员和教师，并取

消了一切陈腐的学制制度。此外，卢作孚还

组织创办了 《新川南日刊》、 《川南师范月

刊》，这些报刊对教育、社会改革的发展提供

有力的舆论支持，为“鼓吹民治，传播新文

化，提倡教育实业，灌输国民常识，研究科

学和种种社会问题”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3.2 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

由于军阀的混战导致了新川南教育试验的

戛然而止，但卢作孚却没有放弃传播新文化、

新思想的任务，随后在成都创办了通俗教育

馆。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开办，在提高市民素

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传授近现代科学文

化知识等方面都起到了正面而有效的影响。

成都通俗教育馆设有博物馆、图书馆、

公共运动场、音乐演奏厅、动物园、游艺场

等部分。而且“这里常常举行科学、教育及

社会改革的讲演会，举行中西乐演奏会。每

当这样的时候，音乐厅里总是挤满了人。游

艺场内常常演话剧、川剧、京剧、魔术，还

常常配合卫生运动、教育运动免费为群众放

映电影。博物馆里常常举办古物展览会、中

国画展览会、西洋画展览会、货币展览会、

卫生展览会、金石展览会和革命史展览会，

运动场上经常开运动会，并经常进行球类比

赛、自行车比赛、团体操表演等。”[5]55

虽然，成都通俗教育馆终因“纷乱的政

治不可依凭”而被迫中止。但作为民国时期

社会教育和科技传播的实践平台，成都通俗

教育馆发挥了自身的积极作用：通过吸引民

众到通俗教育馆来，扩大了人们对科学文化

知识的了解，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和鼓舞。对此，孙恩山评价道：“没有任何

一个通俗教育馆在名副其实地完成自己的宗

旨方面，比它做得更好。”[5]

3.3 以北碚为中心开展的科学教育实践活动

卢作孚所处的时代正面临着科技人才稀

缺这一难题，因而人才培养和教育实践就自

然成了卢作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为此，

1926 年至 1952 年，卢作孚以北碚为中心开展

了一系列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实践活动。
3.3.1 北碚实用小学

卢作孚主张科学教育要从小学教起，并

于 1928 年在北碚创办了实用小学，其办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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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为：一是改变一般学校读死书、死读书

的现状，训练儿童应有知识的能力，可靠的

行为；二是通过北碚实用小学来实践新的教

学方法，培养新的人才，从而进一步推广到

其他学校。

实用小学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以训练

儿童之行为为主：训练在家庭中，在政治中，

在职业上，在交际上，在游戏上的种种优良

行为。”[18]40“以实施及观察的教学方法为主：

观察每一事物之原因及结果；观察两种以上

事物相互间的关系，并排列出系统；自己造

起正确之原因，以证验其应有之结果；以校

外实际接触的教育为主，从校外觅得接触社

会，接触自然的机会。”[18]40“每科都从实际

生活中提出问题，作为教材，不限于讲堂上，

不限于教科书，随时随地用各种方法训练儿

童运思、谈话、做事、作文。”[19]58 他始终主

张让学生通过自身的体会来掌握相关的知

识，比如讲自然，就让学生去田野里观察；

如讲算术，就要从日常生活中购物的实际情

况讲起，如讲度、量、衡，就要小孩子们拿

升子、秤等去量、去称。同时，为了尽量拓

宽孩子们的视野和尽可能地提供教学实践场

所，“校内设有儿童图书室、博物馆、校园

农场、儿童俱乐部、游戏场、贩卖部并附照

相馆”[20]等。
3.3.2 兼善中学

在实用小学取得成功后，1930 年，创办

了北碚兼善中学。如表 2 所示，兼善中学在

教学内容上不仅设置有科学课程，以为进取

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校打下根基，而且还设

有职业训练的课程，以为毕业后不仕者从事

于各项实业。

卢作孚认为：“兼善学校的学生，尤其

要留意实际生活，如果只在几本教科书上去

寻求知识，那是有限得很，我想除星期一、

二、三、四、五、六在教室活动外，星期日

尽可以到社会去寻求实际的问题，因为每一

个人，都要有经验，每一个人都需要将他的

经验用文学的方法描写出来，用科学的方法

整理出来。”[19]138-139 因此，卢作孚始终强调要

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学用结合，在实践中锻炼

学生的能力。为此，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重

庆市的学校、工厂、公司、银行、邮局、轮

船及各种军政机关和社会事业等参观学习，

以使学生明了社会事业进展的情形，而知道

科学的应用；以采集或征集有关科学研究而

不易得的品物。兼善学校的新式教育不仅从

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思维方式、思想境界

等各个方面对学生加以训练，使之具备科学

常识，而且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积极向普

通大众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有利于社会的

进步，国家的强固。
3.3.3 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

1930 年 6 月的东北之行使卢作孚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科学落后、科技人才缺乏、愚昧

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回来后，卢作孚就

着手筹备中国西部科学院，他希望中国西部

科学院的建立能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民众，

使他们享受到科学知识的好处，从而唤醒民

众，以现代科学武装普通民众的头脑。卢作

孚在北碚成立科学研究机构的想法，得到了

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任鸿隽、丁文江、

秉志等教育界、科学界人士的巨大支持。同

年 9 月，中国西部科学院正式成立，它是当

时中国的第一个民办的科研机构。

卢作孚主张“一切事业，都由学术的研

究出发，一切学术都应着眼或竟归宿于社

会的用途上，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感着急切

的需要。”[22]从这一原则出发，该院的各研

究所都纷纷制定了各自的学术目标，例如

理化研究所的目标是：“在应用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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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西部各省土产物料之性质，并采

求其用途，以作开发资源之际参考”；地质

研究所的目标：“注重于矿产之调查，以求

对地下资源有确切之估计，其他与开发资源

有关系之人口密度、交通情形、地理形势

等，凡在调查所及之区，皆尽量搜求参考资

料，务期一地有一地之明了报告，籍便实业

界及社会人士之参考”；农林研究所则提出

“在垦荒地、培育森林，并搜求优良稻、麦、

蔬菜、果树及牲畜，作改良之研究，试验成

功，即从事繁殖推广，以增加农林生产”；

生物研究所则坚持“在采集全川、西南各省

所有动植物标本，以供农业之改进，学术之

研究” [23]。

西部科学院的博物馆，设有动植物、西康

风俗、工业、卫生等陈列室。展示的内容与人

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这不仅满足

了乡亲们的好奇心，而且还打开了视探外部世

界的一扇窗。除此之外，西部科学院不仅在平

时十分注重通过刊物、办墙报、开演讲会等方

式来宣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曾多次成功举办

了各种科普展览会。如 1930 年首次展出了由

黄警顽赠送的南洋风物和由本院考察团搜集

的彝族风物。1931 年在科学院动物园展出由

郭卓甫等从马边捕捉的包括小熊猫在内的各

种动物。1933 年正值中国科学社在北碚召开

年会之际，西部科学院又盛况空前地展出了历

年采集的矿石、化石、土壤、动植物标本和煤

层模型等[24]。面对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陈列

品，综括万象的陈列展览，生动直观的科普宣

传，怎能不唤起民众进行科学的探讨？

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四川

及西南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起到了

“筑巢引凤”的作用：抗战期间，沦陷区的科

研机构大量内迁至北碚，北碚一度成了全国

的科研中心。对此，李约瑟在 《战时中国之

科学》 一书中描述道，“最大的科学中心是

在一个小市镇上，叫做北碚，位于嘉陵江西

岸。此镇所有科学团体与教育机关，不下十

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

4 对卢作孚科学教育思想的评价

卢作孚虽不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在倡导

科学、传播科学知识、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方

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且成效显著，正如植物学

家胡先骕先生所讲的“似此身非科学家，处竭

蹶之经费状态之下，而提倡科学不遗余力者，

吾国殆只卢君一人焉”。他的科学教育实践为

当时封闭落后、经济欠发达、科学不普及的西

部腹地打开了一扇了解科学、传播科学的大

门，为科学思想在我国特别是在闭塞的西部地

区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卢作孚的科学教育实践不仅促进了

个体的发展，更是着眼于道德水准、社区风

貌、国家大事等层面。他认为“每个青年为自

己出路而努力，这是根本的错误!”[25]他强调

“把国家放在一切的前面，在任何地方都得替

国家打算，不管我们是在政治上、在教育事业

上、在经济事业上，其努力都是在整个国家的

要求上。”[14]245 因而，从该层面上来看，卢作

孚的科学教育实践不仅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素

质，而且通过教育传播科学的同时，使得救亡

图存等爱国主义也在广大民众心中生了根发

了芽。其次，卢作孚的科学教育实践始终着眼

于乡村建设改革。他认为“如果人们仍是继续

不断的重视城市而不重视乡村，努力于城市的

经营而不努力于乡村的经营，必更有一危险的

问题，便是:‘促成人口集中城市’”[16]75。他强

调“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因为一

切事业都需要人去建设” [16]7。显然，在卢作

孚看来，教育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进

步，但教育要具体落实到地方、乡村和个人。

毫无疑问，即使从今天来看，这种将国家宏

观层面与乡村教育微观层面统筹起来的教育

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卢作孚

的科学教育实践始终强调学校与社会的并重。

他认为“教育应造成环境，无论是学校环境

或社会环境。”[13]476 显然，卢作孚看到了社会

这个大环境对学校这个小环境的影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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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的积极进取能为学校的教育实践提供

正面影响，进而促进人才的培养。因而，我国

当前的教育也应当注重社会环境的培养，通过

改变陋习、建设文明社区、倡导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来促进学校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

卢作孚丰富的科学教育思想，成为近现

代中国科学教育发展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与诸多教育思想流派相比较毫不逊色，为现

代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锦上添

花；作为一个教育实践家，他重视基础教育，

推动了民众教育和职工教育运动；他的教育

思想富有时代特色，其中不免亦有超乎时代

的内容[26]。总之，卢作孚的科学教育思想及实

践也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书写了既浓墨重彩又

异彩纷呈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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