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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因斯坦与教育》这本书是《系统科学与教育》的姊妹篇。
《爱因斯坦与教育》主要论述爱因斯坦的思想对教育学的新启示；《系统科学与教育》主要论述系统
科学的方法对教育学的新启示。
读者看了《爱因斯坦与教育》，有助于理解《系统科学与教育》；同样，读者看了《系统科学与教育
》，也有助于理解《爱因斯坦与教育》。
《爱因斯坦与教育》与《系统科学与教育》也有不同：《爱因斯坦与教育》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融合
的读物，偏向于普及性；而《系统科学与教育》主要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
《爱因斯坦与教育》比之于《系统科学与教育》，更容易阅读。
作者的研究成果有四大学术渊源其一是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包括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毛泽东的人民教育、邓小平的素质教育等。
其二是外国的教育理论，主要有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杜威的《民
主主义与教育》、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等。
其三是系统科学在方法论上对作者的启迪，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方法论上对作者的届迪。
其四是爱因斯坦的思想对教育的深刻启发。
由于作者的第一专业是物理学，所以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精读和研究了爱因斯坦的几乎所有著作。
作者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有相当部分是来源于爱因斯坦思想的启发。
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和外国的教育理论，是作者创新的基础，是“源”，是“泉”，是“根”；系统
科学方法、自然辩证法和爱因斯坦思想，是作者创新的灵魂，是“精”，是“气”，是“神”。
作者完成《爱因斯坦与教育》后，首先想到要感谢我的四位老师：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物理
学教授王季超老师、教育学教授张敷荣老师、四川大学物理学教授郭士垄老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许良英研究员。
因为，是王季超老师和郭士垄老师，使我懂得和理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张敷荣老师促进和激励
我深入研究教育学理论；是许良英老师引导我深入研究爱因斯坦的思想，于是才有《爱因斯坦与教育
》这本书。
纪念王季超老师在2000年元旦那一天，我给王季超老师寄了一张迎新世纪、迎新千年的贺卡。
贺卡上写的第一句话是：“我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是直接与您的教诲相关。
”这是我们师生关系40年的一句确切的概括。
王季超教授学识渊博、教学有方、人格高尚，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从1959年我们进校，到1963年毕业，4年中多次聆听王季超老师的教诲。
王季超老师给我们上过《电动力学》《光学》等许多课程，现在我还保存有全部笔记和作业，、不时
翻阅，学而时习，深受教益。
王季超老师的教学，使我懂得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听王季超老师的课，使我在现代物理学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这个基础可以普遍迁移到其他所有学科领域，大大启发和促进了我们的创新。
在我已出版的几本物理专业和非物理专业的著作中，每一本都深深烙上了王季超老师谆谆教导我们的
印记。
王季超老师的教学艺术高超，逻辑简明，概念清晰，富于启发，引人入胜，展示了物理学之美。
听王季超老师上课是一种精神享受。
王季超老师的教学本身，就给我上了“活的教育学”“活的教学法”课，使我终身受益。
不仅我有此感，全体同学都有此共识。
1963年毕业后，我先后在成都七中作物理教师，在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作物理教研员。
我不时给王季超老师写信。
王季超老师总是以他尊重学生的平等态度，以他特别优美的硬笔书法，正正楷楷地回信，而且常常是
一封回信就近千言。
我从中不仅学到了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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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季超老师一言一行的“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中，我受到的有形和无形的忠告是：做人，做
中国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做事，做老实事，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做学问，做大学问，做有创新的
学问。
1980年至今，我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交叉科学研究。
这段时间，也不断得到王季超老师的指教。
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季超教授参加了这次大会。
我撰写的论文《中国古代物理中的系统观测与逻辑体系及对现代物理的启发》被选作大会报告。
报告之前，王季超老师一再鼓励我：“你的报告会引起代表们的兴趣的。
”果然，不出他的预料，我的这个报告甚至引起了钱学森教授的重视。
会议期间，他向我介绍了他的许多老师和同学，还向我讲了他的先后同学杨振宁、李政道学习时的故
事。
他特别向我讲述了1942年西南联大——王季超老师的母校——举行纪念牛顿诞生300周年的大会，世界
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教授在会上讲的一段话：“1642年，英国诞生了牛顿。
而这一年，中国正值吴三桂密谋带领清兵人关的前夕。
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就只是近300年才落后的，是可以追赶上去的。
”这给我很大的触动，也是导致我写作并于1987年发表《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的重要动力。
1985年、1988年、1992~~1993年，我曾三次去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系作高级访问
学者，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和教育研究院作高级访问学者。
王季超老师也给予了我许多帮助。
其问，我见过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听过著名教授上物理学的课。
回国后，我曾向同学们说过：王季超老师的教学，一点也不逊色于美国最著名学府的教授的教学。
我们身边的老师就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学，当我们认识到这点时，已经晚了！
王季超老师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这难道不令人悲痛吗？
一个人格高尚的老师，将永远受到学生们的怀念！
纪念张敷荥老师大学中必有“大楼大师”，大师最突出的人格特点是“大德大爱”，其成果是“大作
大为”“大气大成”。
我的母校西南师范大学，正是这样的大学；我的老师张敷荣教授，正是这样的大师。
张老师，您真正做到了儒家经典《大学》开篇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您曾送我的两幅楹联：“一身正气万事乐，两袖清风百年安”；“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这不正是您百年“大德”的真实写照吗？
张老师，您热爱教育事业，关爱每个学生。
您对我的大德大爱，改变了我人生的航程。
1984年，我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三期的论文，立即得到您的赏识。
1985年，您邀请我回母校，为您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张武升同学开讲了第一门课——现代教育科学基
础；同时，还邀请全国高校许多研究生和教师前来听讲，其中包括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教授的博
士生，也有曲阜师范大学的教师。
是您，把我举上了最高的学术讲台；是您，直接推动了我被邀请到全国几十所师范院校讲学；是您，
无声的举荐，我于1987年又被聘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组成员。
在现代教育科学研讨班开讲的第一天，您亲自到场讲话，并邀请我的恩师王季超教授一同前来听我的
第一讲。
作为您的学生，我真切体验到获得了老师给予的最珍贵的大德大爱。
我得到了天下最美好的大德大爱，令我永世难以忘怀。
大学必有大师，大师“大德大爱”的直接成果是“大作大为”“大气大成”。
“大作”包括有创新的论文、专著、专利、产品、艺术品等等，更主要的“大作”是大师所培养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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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就是要有创造，为人类作贡献。
正如“大德大爱”是不可分割的一样，“大作大为”也是相互紧密联系，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有“大作大为”，才是“大气大成”。
张老师，我知道您最珍爱的“大作”之一，是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
1985年11月10日，我第一次到您家里，您已是快80高龄的老人了。
但是，您就像8岁的儿童，纯真、诚恳、善良，保持着好奇心。
您知道1985年，我曾经到斯坦福大学访问参观过，于是，就谈论起您的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
了的博士论文。
作为学生，我一直将此事放在心中。
我在中国科学院成都情报所的一位同事，恰好就去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托他复印您的博士论文
。
真是“天时地利人和”，1986年10月23日，一大早我就兴高采烈地将您五十年前(1936年)的博士论文交
给您。
那时，我看到您，充满稚气，笑容可掬。
张老师，当我拿到您的博士论文时，的确大吃一惊：您的论文内容居然是批评美国。
题目是《1885年以前，旧金山公立学校对中国学生采取种族隔离政策的研究》，论文评述了美国旧金
山的华人为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而斗争的历史。
一个弱国的学生，在强国留学，却批评强国的政策，伸张正义，维护人权，这难道不令人钦佩吗？
您的理论胆识、学术勇气、求实精神、爱国热忱，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写到这里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大哉，张敷荣老师！
这是您的“大作大为”“大气大成”啊！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追求为社会立功、立德、立言。
大学里的大师，就更应立大功，立大德，立大言。
正是由此思索，我才想到用“大德大爱”“大作大为”“大气大成”来作为对您的百年纪念。
我知道，您并不乐于接受“大师”称号，而只想“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我想，西南师范大学需要更多像您这样的大师，不在其名，而在其实。
大师者，“大德大爱，大作大为，大气大成”之谓也。
推而广之，现代的大学，多么需要“大楼大师，大德大爱，大作大为，大气大成”啊！
⋯⋯在1996跨世纪中国教育论坛会议上，查有梁和查宇曾合作撰写并提交了一篇论文——《培养杰出
人才的教育》。
查宇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第二学位，由她参加大会，交流论文。
此文获得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颁发的奖状。
我们将包括上述论文在内的十多篇论文汇集起来，重新整理，重新写作。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写成了《爱因斯坦与教育》这本新书。
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回答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问题：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
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
本书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一定很好，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和教师，我们尽心尽力了！
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教师、学生、读者都来关心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中国要在搞好大众教育、平民教育的基础上，努力搞好创新教育和英才教育，这样我们才能真正
落实我国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爱因斯坦与教育》这本书，查宇做了大量的工作。
每一章节，都是我们两人讨论定稿的。
查宇曾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又到北美的两所名牌大学获得两个硕士学位。
她有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写作能力强。
本书的写作表达形式，也是由她操作定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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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本书的许多小标题，都由她提炼而成。
所以，本书由我们二人共同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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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教育学和人才学，从科学学和创造学的多视角来研究爱因斯坦与教育。
内容包括：教育对爱因斯坦的影响，爱因斯坦对教育的影响，和谐教育与和谐教学，学校课程与和平
教育，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意义，爱因斯坦创造奇迹，爱因斯坦的科学认识论，创新杰出人才的成才之
道，培养创新杰出人才的教育，教育原理、教育模式、教育经验。
本书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融合的读物。

本书的特点是：有关爱因斯坦的论述，都来源于他本人的著作，资料翔实可靠。
作者对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和他的教育思想有长期较深入的研究。
作者应用爱因斯坦的方法论，研究教育理论和创新杰出人才成才之道，有较多的新意。
每一节内有较多的小标题，每一小标题下的论述简明而生动，文理渗透，且图文并茂，具有可读性。
本书适合小学、中学、大学的广大教师，以及大专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学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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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查有梁，1942年1月生于四川成都。
196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物理系。
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管理学研究所研究员。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理论组成员(1987～2002)。
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
出版专著《系统科学与教育》、《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恩格斯与物理学》、《大教育论》、《
教育建模》、《新教学模式之建构》、《给教师的20把钥匙》等二十余种，出版诗集《教育诗：童心
》和《教育诗：创新》，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有多项研究成果获得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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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系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科学史系高级访问
学者。

1980年以来，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致力于应用系统科学方法研
究教育学和物理学。
被评为四川省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查宇，1970年9月生于成都，199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2000～2004年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传播学和工商管理学，并
分别获得文学硕士和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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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爱因斯坦论教育的动力：兴趣1.爱因斯坦把兴趣、动机与品德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兴趣
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在教学过程中，主体积极地、主动地、自觉地、愉快地研究某种事物，进行某种活动，就表现出对这
种事物或活动的兴趣，兴趣是在学习中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直接而稳定的兴趣在教学中作用很大，间接而短暂的兴趣在教学中的作用则不大。
兴趣这一范畴与动机这一范畴有密切联系。
鼓舞、激励人去顽强地学习，做出富有成果的探索常常表现为极大的兴趣、强烈的愿望、崇高的理想
。
兴趣、动机叉同需要、价值、意义有密切联系。
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从而使人们对它表现出兴趣
、愿望、理想。
爱因斯坦认为，学习的推动力是成绩的基础。
取得良好成绩，又会反过来加强这种推动力。
他反对用恐怖和强制去作为推动力，而一贯赞成并积极提倡用极大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去
作为推动力。
他认为用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去作为推动力，将使建设性的力量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
起。
好胜心虽然也有积极的一面，但容易产生个人野心，应加以防范。
爱因斯坦说：“想要得到赞许和表扬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
伴或者同学更高明、更强，或者更有才智，那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唯我独尊的态度，这无论对个人和
对社会都是有害的。
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防范使用那种容易产生个人野心的简单办法去引导学生从事辛勤的工作。
”爱因斯坦把兴趣、动机与品德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如何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际中真正处理好兴趣、动机与品德的关系，是现代教育的重要课题。
我们决不应该将用功勤奋的学生斥之为“个人主义”，使之产生心理恐惧；我们也决不应该无原则地
鼓励学生“成名成家”，以助长个人野心。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应该忽视品德教育。
2.要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决不能采用恐吓和暴力的愚蠢办法爱因斯坦认为，兴趣必须同社会价值结
合起来认识。
他指出：“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
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
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
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
”教育应当是重视过程，而不能只看结果。
因为，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
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
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会没有影响。
”要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就决不能采用恐吓和暴力的愚蠢办法。
爱因斯坦说：“我以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
工作。
这种做法摧残学生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
”爱因斯坦认为，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表现为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天赋的好奇心。
对于现代教育中扼杀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的做法，爱因斯坦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爱因斯坦写道：“现代的教学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
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还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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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夭折。
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它不断地吞食，尤其是，当
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失贪吃的习性的。
”3.过分强调竞争制度，就会扼杀科学人文精神爱因斯坦强调：“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
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爱因斯坦认为，以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自然选择的理论为根据，去鼓励竞争精神，试图伪科学地
证明个人竞争这种破坏性经济斗争的必然性是错误的。
虽然实际上正如布鲁纳所指出：“认为竞争的压力能有效地被消除，或者认为设法消除这些压力是明
智的，这种设想肯定是不现实的。
”爱因斯坦认为，在对待竞争这个问题上，一是不能过分强调；二是必须进行正面教育。
他声明：“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
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他认为：“人们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
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所作的贡献。
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中同样指出：“按照理想，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而不
是诸如等级或往后的竞争便利等外来目标。
”4.埋头研究感兴趣的问题，不必担心努力会毫无成果从教育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中，我们已经看到，
爱因斯坦之所以在科学上取得划时代的伟大成就，这与他酷爱科学关系极大。
爱因斯坦回忆他青少年时代学习数学、物理时，总是说“这个学习确实是令人神往的”，他“聚精会
神”地阅读，他“迷恋于同经验直接接触”，他“以极大的兴趣去听某些课”，他“以极大的热忱在
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
爱因斯坦指出：“作为一个平民，他的日常生活并不靠特殊的智慧。
如果他对科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在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
他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
”大家知道，现代科学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实验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之上。
让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科学实验和理论体系发生浓厚的兴趣，并逐步系统地、完整地掌
握理论和实践，这无疑对于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在我们现实的教育中，对兴趣是太忽视了，甚至是扼杀兴趣。
学生在学校学习没有选择自由：繁多的必修课程，沉重的各类作业，机械的紧张考试；一些苦口婆心
的教师的马拉松式的讲演，一些望子成龙的父母的超高压力，学生普遍感到学习太苦了。
中国有句古话“学海无涯苦作舟”，难道不能变成“学海无涯乐作舟”吗？
学生除了大量接受“听课-作业-听课”这一教学模式以外，缺乏其他引人人胜的内容和形式。
教师也是“备课-讲课-改作业”，大量是重复性的单调劳动，缺乏必要的创造性。
分科教学，彼此独立，相互缺乏有机配合，视野狭窄，教学多年进步甚微。
教学作为一门艺术而言，如果不能激发起强烈兴趣，那就是教育的贫困和失败。
现代教育是多么需要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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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因斯坦与教育》是《系统科学与教育》的姊妹篇。
主要论述爱因斯坦的思想对教育学的新启示；《系统科学与教育》主要论述系统科学的方法对教育学
的新启示。
读者看了《爱因斯坦与教育》，有助于理解《系统科学与教育》；同样，读者看了《系统科学与教育
》，也有助于理解《爱因斯坦与教育》。
《爱因斯坦与教育》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融合的读物，偏向于普及性。
从教育学和人才学，从科学学和创造学的多视角来研究爱因斯坦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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