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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我们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

人物简介：杨东平，男，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

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

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

今天，我国已经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行列，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育

经费逐渐增多，各级教育的供求

关系已经极大地改善，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通过教育

创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

包括社会文化价值、教育体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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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教育

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

承担本硕士学位点《高等教育原理》《教育社

会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完成的主要研究课

题为中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课题《20世

纪中国教育现代化及主要特征》，研究成果为

专著《艰难的日出》，已出版。

研究领域

杨东平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自1993年起，担任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蓝

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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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教育内容方法等的整体转型，

它是以文化更新、理论创新为先导

的。但教育创新并不是人为的标新

立异，而是为了改变现实，创造未

来。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创新改善

教育的可及性，帮助边缘群体获得

教育，弥合城乡之间、阶层之间、

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的教育差距；

通过创新改善教育品质，克服严重

的应试教育弊端，为明天培养具有

创造力的合格公民。今天，特别需

要重视改变应试教育所依赖的知识

本位、学科中心的价值，走向学生

中心、生活本位的教育，依据生活

而重塑教育。

这需要重新认识教育变革的机

制和路径，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相结合的新机制。为什么自下而

上的教育创新是重要的呢？因为教

育本质上是一个因地制宜、自下而

上的生长过程。日本著名教育学者

佐藤学认为，主要发生在教育内部

和基层的“静悄悄的革命”，“是

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

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

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

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

命。”它使学校最终成为一个学习

共同体。

系统科学的研究，认为对一个

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复杂系统，

自组织机制往往更具稳定性。加拿

大著名的教育政策研究专家迈克·

富兰通过对世界多国教育改革的追

踪研究发现，不少政府强力推行的

教育变革在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往往

无疾而终，教育改革的结果往往是

不确定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计算出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所有相关因素相

互作用的影响。因此，解决的办法

不是靠政府或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

制，不是设计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

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

革。由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组

成的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

革的真正动力。

植根于大地之上、在学校和教

室之中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

是一个有机的生长过程，凝聚着整

体性变革的基础性力量。这个启蒙

过程越有深度和创意，未来教育的

变革之路就越清晰。反过来也可以

说，没有活跃的创新探索和基层实

践，没有一大批具有首创精神的学

习型个人和学习型组织，整体性的

体制改革也往往难以奏效。

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创

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大致相同的制

度环境中，总有一些地方、学校、

教师、家长能够做出不同凡响的业

绩。无论地方政府、学校、社会组

织、企业促进教育创新，都取决于

一个具有创新思维、勇于改革现状

的个人。

在2013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上，与会者认为学校是可

能发生变革的重要载体，要特别

重视校长的创新作用。澳大利亚前

总理吉拉德谈到，实质性的教育变

革比较容易出现在非主流的教育边

缘，出现在体制外的教育。这是因

为政府提供的教育只能做“不错”

的事，无法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

政府特别需要学习的，是对教育创

新有宽容和吸收的弹性，使得体制

外的创新能够被接纳、融入正规教

育而得以推广。

此外，教育创新的路径，还有

对外开放促进教育创新和网络促进

教育创新。在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时

代，通过新技术改变学校教育和

学习方式，是教育创新的重要内

容。需要认识到，互联网不仅是一

种技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我们固

然需要互联网、MOOC、智能手机和

ipad，但更需要汲取自主性、开放

性、个性化、互动性、去权威化、

服务至上、公众参与、资源共享等

互联网思维，使它们融入现行学校

和教学，从而产生革命性的反应。

在大教育的新视野中，教育不

再只是学校的事，教学不应局限于

教室。学校应当扎根于社区，促进

教育的社区化、生活化，按照青少

年生长的实际需要、按照生活重塑

教育。家庭是孩子人格养成和个性

发展最重要的场所。学校、家庭、

社会共同构建一个终身学习的学习

型社会。

今天，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

越多自下而上、局部的、零散的、

非制度化的自主创新和教育探索，

也在出现无数关注和聚集各种创新

与探索的平台，这种微改革、微创

新、微公益不仅可以帮助许多具体

的个人，而且指明了互联网时代教

育创新的新特征：通过每一个人的

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参与，促进教育

范式的整体转变，最终“使变革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