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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 授 顾 明 远 先 生 是 我 国 教 育 实 践 与 学 术 研 究 的 卓 越 领 袖。近 期 作 者

就个体领导力及其培养对顾先生进行了专访。顾先生 认 为，个 体 要 想 取 得 事 业 成 就，必 须 得 肯 于 学 习，并 养 成

爱读书的好习惯，在此基础上培养对学习的兴趣，且要拥有完善的人格；领导者的素养体系由健全的人格、良好

的品德、包容的性格、果断的决策等能力构成；个体领导 力 是 可 以 培 养 的，教 育 可 以 促 进 个 体 领 导 力 的 提 升；开

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是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各个学段培养学生 领 导 力 的 最 为 有 效 的 方 式；国 际 理 解 教 育 可 以 为

学生领导力注入国际视野；不拘形式地让学生有选择性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可以为学生领导力注入传

统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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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领导力的培

养受到了社会和教育界的重视，经济社会的进 一

步发展也迫切需要更多具有卓越领导力的大学毕

业生。学生领导力主要包括哪些元素？教育是怎

样促进 学 生 领 导 力 发 展 的？怎 样 培 养 学 生 领 导

力？带着这些问题，近期作者采访了我 国 著 名 教

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资深

教授顾明远先生。以下是整理后的访 谈 实 录，以

飨读者。

一、个体领导力的组成要素

采访者：您是著名教育家，既有卓越的学术成

就，又有成功的教育实践经验。您认为 是 哪 些 素

养铸就了您的事业成就？

顾先生：一个人，要 想 取 得 一 些 成 就，首 先 得

肯于学习，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 认 为 天 赋

是次要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一个战乱纷争

的年代，小学和初中基本上是在抗日战争的 八 年

中度过的。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为

逃避战火，流离失所，辗转城乡南北，没 有 正 规 学

校上，只好去读私塾。私塾老师是一位乡村郎中，

他的教学方式就是让我们死记硬背《孟子》《大学》

等书籍，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完整的 知 识 体 系。在

那个年代，学业经常中断，学习资料 也 非 常 匮 乏，

更谈不上有多少天赋，主要是个人要肯于学习，自

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的习惯应该从小就

开始培养，它对人生后面每一个学习阶段都 大 有

裨益。从最基础的幼儿园阶段开始，不 管 是 学 校

还是家庭，都应该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 与 学

习习惯，而不是只强调学到多少知 识。我 们 小 时

候并没有上过幼儿园，小学之前受到的教育 都 是

传统的家庭教育。那个时候家里比 较 穷 苦，父 母

培养我们的是节俭的品德和关心他人的意识。例

如，吃饭时掉的米粒要捡起来吃掉，避 免 浪 费；玻



璃杯打碎了，要仔细地清理干净，因为当时的农民

都是赤脚 的，没 有 鞋 穿，不 能 让 碎 玻 璃 伤 害 到 他

人。类似这样的习惯从小培养才能够根深蒂固。

孩 子 稍 长 大 一 点，要 养 成 爱 读 书 的 好 习 惯。

抗日战争 的 时 候，学 校 条 件 并 不 是 很 好，缺 东 少

西，书都是很珍贵的物品。幸好我家里 都 是 读 书

人，读书人家易于培养读书的好习惯。我 从 小 爱

阅读、爱写作，可是那个年头并没有什么儿童读物

可读。在四年级的时候，有次比我大三 四 岁 的 邻

居金懋鼎（音）同学给我讲起三国故事，我听了很

感兴趣，于是就向他借《三国演义》来阅读。虽 然

很多字不认识，但感到极大的兴趣。之 后 我 又 读

了《西游记》，对其更是爱不释手。抗日战争胜 利

后，我又陆续接触到鲁迅、巴 金、冰 心 的 作 品。所

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喜欢读书的习

惯伴随了我一生，也使我受益终身。

再长大一点，从与时俱进的角度讲，我觉得应

该要让孩子培养兴趣。一个人如果没 有 兴 趣、没

有爱好，他 将 来 哪 能 成 就 什 么 事 业？！ 现 在 的 孩

子，大多都缺乏兴趣和爱好。兴趣是学习之母，是

学习的内驱力。其实每个儿童都有好 奇 心，都 有

求知的欲望。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儿童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越烧越旺，根据儿童不同的特点，培养他

们在某一方面的兴趣。有了兴趣，他就 能 乐 意 自

觉地学习。如果儿童对学习缺乏兴趣，无 论 你 怎

么逼迫他，结果都只会适得 其 反。爱 因 斯 坦（Ａｌ－
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说过，成功要靠九分的努力、一分

的天赋。我也经常讲，兴趣加勤奋就是成功之母。

勤奋（学习），是由良好的习惯而来的，尤其是刚才

所讲的读书的习惯。如果再加上爱好，那 他 慢 慢

就会有成就了，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还有一条也比较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

要有健全的人格。健全人格的形式是一个人不断

认识自我、提 升 自 我、完 善 自 我 的 过 程。通 俗 地

讲，健全的人格就是要有比较高尚的思想品格，能

够关心他人、遵守纪律，能够有开朗的 心 态、包 容

的心。现在国际组织也经常讲，要会与人沟通，具

备合作能力。我觉得，从小培养学生拥 有 健 全 的

人格非常重要。能够与别人很好地沟 通 交 往，懂

得尊重别人是做人的基础。从我个人 来 讲，我 觉

得应该说是比较宽容的，我这一路走来，受到过很

多人的帮助，所以我对他人也有一种宽容之心，一

种想要把“帮助”传递下去的心态，我也会倾向于

帮助年轻人，助他们一臂之力。过去 知 识 分 子 之

间总会有一种文人相轻的情况存在，但是我 觉 得

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这个情况，不会看不起别人，别

人有别人的成就，我也有我自己的 成 就。这 就 是

一种尊重他人、包容他人之心吧。有 了 这 样 的 心

态，别人才能包容你。你尊重别人，别人才能尊重

你。我觉得作为一个领袖型人物，都 要 有 这 个 品

质，即尊重他人，真正地真心待人，不搞虚假。

采访者：总而言 之，您 认 为 作 为 一 个 领 导 者，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体系？

顾先生：从领导者的素养体系来讲，可能下面

几个方面都是需要的。第一，人格和 思 想 要 比 较

健全。作为一名领导者，他的思想素质要很健康，

要有开阔的思维，拥有开阔的眼界。第二，领导者

本人应该有良好的品德，特别是要 讲 诚 信。有 了

诚信，他才 能 够 成 为 取 信 于 民、取 信 于 他 的 领 导

者。第三，领导者必须拥有开朗的性格，能够尊重

他人，团结他人，跟他人合 作。作 为 一 个 领 导 者，

他要有组织能力。提到组织能力，关键是要理解、

尊重并团结他人。第四，领导者还需 要 具 备 果 断

决策的能力。一旦紧急事务发生，领 导 者 不 能 迟

迟疑疑、反复纠结，要果断地进行正确的决策。领

导者要有捕捉机遇的能力，在大的环境当中，敏锐

地捕捉发展机遇，并迅速做出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二、教育与个体领导力提升

采访者：您接受过国内的教育，也曾长时间在

苏联留学，这些教育经历对您的领导力养成 产 生

了怎样的影响？

顾先生：应该说，像 我 们 这 一 代 人，受 到 的 最

有影响的教育就是党的教育。新中 国 成 立 以 前，

我们亲历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解放充满了渴望。

我们与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不大一样的。最近我

在看《南渡北归》这套书，主要是讲老一代的知识

分子———所谓 的 自 由 知 识 分 子 的 处 境。看 完 以

后，我特别有感触。他们这 一 代 人，命 运 坎 坷，追

求自由，但是又不理解自由真正的 含 义。他 们 追

求的自由是把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追 随 国

民党，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没 有 搞 好。这 种

追求自由而又不得的心理让人唏嘘。他们心里很

纠结痛苦，一 方 面，国 民 党 不 能 够 完 成 他 们 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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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接纳苏联、接纳共产党。

新中国成 立 后，他 们 还 是 很 痛 苦，因 为 他 们 不 适

应。他们和我们这一代人不同，我们在 解 放 时 期

还是一个青年，因为看到国民党太腐败，国家很软

弱，所以我们渴望着解放，渴望着共产 党，所 以 我

们受共产党影响比较深。党过去教育 我 们，要 为

人民服务，我们入党誓词里面，就有要牺牲自己的

一切、追求共产主义的内容。要追求共 产 主 义 的

理想，要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大家都要努力、勤奋，

不怕苦、不怕累，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就是在这种

思想的指导下走过来的。

１９５１年８月 到１９５６年７月，我 作 为 新 中 国

第一批留学生被党中央派到苏联学习生活了整整

五年。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是非常艰苦 的，除 了 要

攻克语言上的难关，还要适应他们与我国不一 样

的教学方式。语言上的难关没有什么技巧，记忆、

增加词汇量是最不可缺少的环节，当时用的读 本

是《联共党史》。刚开始，一小段就得学习上一 整

天，后来，半年时间我啃了一大半，学习 之 苦 可 见

一斑。苏联师范教育很重视学科专业理论和教育

专业理论的学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性与 师

范性的结合。另外，教学上非常重视对 原 著 的 学

习和课堂讨 论，称 为 习 明 纳 尔（ｓｅｍｉｎｅｒ），就 是 在

课前就某个问题阅读老师指定阅读书目，然后 到

课上发 表 自 己 的 意 见。老 师 只 布 置 从 马 克 思

（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Ｍａｒｘ）到斯大林（Ｊｏｓｅｐｈ　Ｗｉｓｓａｒｉ－
ｏｎｏｖｉｃｈ　Ｓｔａｌｉｎ）的许多原著，这种学习方式对我们

来说是很困难的，苏联同学一天可以读完的书，我

们中国学生两三天都读不完，很多人只好加班 加

点，养成熬夜的习惯，甚至会出现健康问题。但是

这种方式也使我获益匪浅，认真阅读原著是我 在

苏联学习 的 最 大 收 获，现 在 研 究 些 问 题，写 些 文

章，还常常得益于当年读的马列主义和教育理 论

的原著。除此之外，苏联师范教育很注 重 教 育 见

习和实习，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带着学生到中 小

学去实习，去听老师的课，然后与老师一起讲评。

我留学的这一段时间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我们

学校里丰富的文化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这些活动都是由共青团组织，老师从来都不参加。

学校夏天有志愿劳动队，秋天组织同学到农村 去

刨土豆，等等；平时校内也有各种活动，如 定 期 举

行时事报告会，请宣传员或者塔斯社的记者 来 讲

国际、国内形势。文艺活动更是多姿多彩，除了几

乎每个周末都举办舞会外，还有系 列 音 乐 会。我

们在学习俄罗斯文学课时，有许多著名的作 品 要

阅读。有一个简便而有趣的方法就是到剧院去看

戏，以代替读书，从剧中了解作品的 主 题、思 想 内

容等。我 们 对 契 诃 夫（Ａｎｔｏｎ　Ｃｈｅｋｈｏｖ）、托 尔 斯

泰（Ｌｅｖ　Ｎｉｋｏｌａｅｖｉｄ　Ｔｏｌｓｔｏｙ）、高 尔 基（Ｍａｋｓｉｍ

Ｇｏｒｋｙ）的许多作品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的。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参观国立特列基雅可夫 画 廊，

是一 项 系 列 参 观，我 最 喜 欢１９世 纪 列 宾（Ｉｌｙａ

Ｙ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　Ｒｅｐｉｎ）、苏 里 科 夫（Ｖａｓｉｌｙ　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Ｓｕｒｉｋｏｖ）等人的 作 品，都 是 一 些 气 势 宏 伟 的 历 史

画卷，也 有 一 些 生 活 小 品 很 耐 人 寻 味。系 列 地

参观画廊，不仅 使 我 们 获 得 了 丰 富 的 艺 术 享 受，

而且学习到了 许 多 历 史 知 识、美 学 知 识，受 到 一

次深刻 的 审 美 教 育。苏 联 的 学 校 暑 假 都 很 长，

学校会 组 织 师 范 生 到 中 小 学 夏 令 营 去 实 习，夏

令营生活以活 动 为 主，而 且 都 是 学 生 自 己 组 织、

自己活动，只有 少 数 老 师 作 为 辅 导 员 加 以 指 导。

在这个 过 程 中，学 生 既 体 验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集 体

生活，又 锻 炼 了 自 己 的 生 活 能 力。苏 联 高 等 教

育部还 会 不 定 期 地 组 织 留 学 生 远 足 旅 游、徒 步

旅行等，一路上 不 仅 欣 赏 了 苏 联 的 自 然 美 景，还

受到了 很 好 的 锻 炼。作 为 一 名 教 育 工 作 者，这

些活动 的 形 式 和 组 织 特 别 地 吸 引 我，我 觉 得 我

们中国 完 全 可 以 借 鉴。以 上 这 些 教 育 过 程，都

提升了我个人的领导力。

三、学生领导力的培育养成

采访者：有人认 为，领 导 力 是 天 生 的，难 以 培

养。您是怎样看待这个观点的？

顾先生：我认为领导力是能够培养的，它不是

天生的，应该是培养出来 的。怎 么 培 养 呢？应 该

在实践中去培养，我一直都在提倡，学生的成长来

自于活动，学 生 的 素 质 都 是 通 过 活 动 来 培 养 的。

比如说，让学生负责完成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

就培养了他的责任心，培养了他的 能 力。作 为 一

个领导者，责任心很重要。责任心不是天生的，领

导力也不是天生的。我们要通过活动培养学生与

他人合作的能力，活动是培养学生责任心最 好 的

办法。刚才我讲到要有开阔的思维，开 阔 的 思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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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培养，这就需要学生接触更多 的 事 情。我

们要让学生了解国际文化，接受跨文化教育，以此

来培养他的国际视野。

采访者：请您详细地讲一讲，从幼儿园到大学

各个学段，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领导力？

顾先生：从各个学段来看，幼儿园主要要培养

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他们与其他小朋友 友

好交往、合作的品质。小学阶段就需要 让 学 生 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光是学习习惯本身，还要培

养其对学习的爱好，让他们学好基础知识，打下良

好的学习基础。初中阶段就要开始多开展一些活

动，比如说组织班会，组织少先队、团队的活动，等

等。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要让学生们 自 己 去 组

织，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而不是由老师包办。活

动的类型可以很丰富，团队活动、班级 活 动、文 艺

活动、体育活动等等都是可以的，活动的过程就可

以锻炼到学生。其实这种活动的组织在小学高年

级就可以开始了。

我不赞成从小学开始就固定几个所谓好学生

当班干部，我认为最好是学生干部能够轮流当，轮

流当班干部可以使学生们轮流受到锻炼，培养 他

们关心同学、为其他同学服务的理念。现 在 的 状

况与我的预期是相反的，现在的班干部像是一 个

小老师一样“管”着学生，我不赞成这种培养方式，

应该要让学生们转变观念，班干部应该是服务 于

同学们的。这样，学生们长大以后，才会有为人民

服务的意识。现在的公务员，很多都没 有 服 务 意

识，一旦开始掌权，就滥用权力，认为自 己 高 人 一

等，站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学校应该让学生们

从小自己组织活动，在活动中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在当班干部的时候，学校要就培养他们的服务 意

识，培养他们与同伴之间的沟通交往 能 力。活 动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有

了兴趣爱 好，学 生 的 学 习 积 极 性 就 会 提 高 很 多。

大学阶段更是要让学生多参加活动，在活动中 弥

补自己的短板，培养自己的领导力。

采访者：培养领导人才的广阔国际视野，您认

为我们应该怎样做？

顾先生：广阔的国际视野就 是 我 们 现 在 教 材

里都有的国际理解，也叫作国际理解 教 育。我 们

从小就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让学生了解世界，了解

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习惯、习俗等等，这 些 都 是

开阔学 生 视 野 的 方 法。现 在 大 家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了，中小学学生在暑假就出国旅游，通过出国旅游

去了解别国的文化，尊重别国的文 化。我 认 为 国

际理解教育中，首当其冲就是跨文化的教育，要深

入了解别人的文化，了解别人的思维方式，这样的

话，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可以丰富化。眼界开阔了，

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就不是难事。

采访者：在培养领导人才时，您认为怎样才能

使其拥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顾先生：我认为厚重的文 化 底 蕴 体 现 在 多 个

方面：第一，体现在课程上，我们开设 的 课 程 里 就

要有传统 文 化 的 相 关 内 容；第 二，体 现 在 活 动 当

中，即我们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弘扬中华传统 文 化

的活动；第三，体现在读书上，我们要 提 倡 学 生 读

一些经典书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 化；第 四，体 现

在学校的校园文化中，校园文化建设里要有 传 统

文化的元素。总的来说，传统文化的 渗 透 是 潜 移

默化的。当然，我们从小读国学，读一些经典是可

以的，但这个不是最主要的。经典的东西可以读，

但是要有 选 择 地 读，不 是 说 学 生 们 读 了“四 书 五

经”，就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特别是 在 我 们 中 国，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传统文化也是多种文化，

是多民族文化，平时我们可以多了解我们少 数 民

族同胞的文化，加强历史教育，多了解我们五千年

的历史传统。历史教育很重要，了解 了 历 史 才 知

道自己在历史进程中应该起什么作用，应该 如 何

更好地传承经典文化。

采访者：关于厚 重 的 文 化 底 蕴，我 们 观 察 到，

国内有很多教育工作者在关注传统文化流失这个

问题，但是好像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甚至出现一

种新的教育形式，反向走向私塾教育，您对这种教

育有什么看法？

顾先生：我不赞 成 这 种 形 式。小 孩 子 还 不 懂

得去粗取精，《弟子规》之类的书籍我觉得可以读，

但是要有选择地读。《弟子规》里面有很多封建元

素。其实小孩子们可以选择性地读一些中国传统

的成语和传统美德故事。中国传统美德教育要从

小抓起，从小让他们身体 力 行，形 成 习 惯。比 如，

《论语》里头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好的

东西应该让学生读一读，但是不能把过去的 东 西

全盘接受过来，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毕竟这些东

西是旧社会的东西，不是进步时代的主流，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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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时代的精神跟传统结合起来。最重 要 的 是，我

们的教育要让学生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 的

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学习一些中华 的 美 德、好

的格言、流 传 下 来 的 品 德 故 事，例 如 讲 诚 信 的，

讲爱 人 的，讲 怎 么 对 待 别 人、帮 助 别 人 的 故 事

等。所以 我 倒 不 赞 成 小 学 一 年 级 就 穿 着 汉 服，

进入私塾里 学 习。时 代 在 发 展，不 能 倒 退，传 承

经典文化 有 很 多 与 时 俱 进 的 方 法，没 必 要 拘 泥

于旧的形式。

　　在访谈过程中，顾明远先生以自己丰富的阅

历和深厚的学养，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个体领 导 力

的组成要素，强调人格、品德、性格和 基 于 兴 趣 的

持续学习能力等对有效领导行为的重要性。他认

为个体领导力能够通过教育得到提升，而各 个 学

段恰当的实践活动、国际理解与对传统文化 的 学

习等是领导力教育的关键。如上观点对我国领导

力教育实践具有重要启发和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马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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