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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的開創者田培林傳略── 

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田培林先生（1893-1975）生於苦難的中國，及長學有所成，一生為我國的教

育無私地奉獻與付出，被譽為「中國文化教育大師」（周愚文，1992）、「老師的老

師」（歐陽教、施宜煌，2006），對於我國的教育行政、高等教育以及師資培育等，

皆有卓越的貢獻。其言行事蹟，有諸多值得教育界所學習與效法之處。是故，先

略述其生平事略，再說明其教育思想，最後再闡述其生平事蹟與學說對教師專業

的啟示。 

二、生平簡述 

    依據賈馥茗（1976，1985）、周愚文（1992）以及歐陽教、施宜煌（2006）
的論述，田培林先生的生平可以簡述如下： 

(一) 生於富厚積善之家，認真求學 

    先生諱培林，字伯蒼，河南省襄城縣人，生於清光緒19年（1893），正值滿清

腐敗，列強割據中國之際，先生一生遂與苦難的中國命運同步。然在此艱苦卓絕

之際，更激起其教育救國的雄心壯志。 

    先生出生時家道殷實，父樹棠公，經商兼及社會公益，扶危濟困，造福鄉里，

受人欽敬。母宋氏，相夫教子，係鄉親所尊重的賢妻良母。 

    先生幼秉庭訓，先啟蒙於私塾，後進河南襄城「高等小學堂」，開始接受新式

教育。畢業後考取許州中學堂。中學畢業後，先入民國大學，但因不滿袁士凱將

「民國大學」改名為「朝陽大學」（鳳鳴朝陽，有勸進帝位之意），乃負笈北平，

轉學北京大學，並於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 

    先生大學求學期間，因家境富裕，課餘喜歡吃小館、聽京戲、逛書攤。逛書

店，是先生最大的樂趣。偶然也搜集一些小巧的珍玩，也是消遣之一途。買好書、

讀好書，培養了先生終身學習的習慣。 

    先生求學期間躬逢1919年的「五四運動」，該運動對其教育救國的情懷產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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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影響。另在北大期間，先生並沒有因為倡導白話文聞名，但亦實際從事白話文

的推廣工作，且養成了寫白話文的能力與習慣。 

(二) 初任教職，展現教學與行政才華 

北大畢業後，先生旋即應聘任教於河北保定育德中學。先生初任教職，即表

現出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之風範，除了樂於接近學生、輔導學生之外，對於學生

國語文能力的提升，尤有顯著的成就。 

先生於1921年，為服務鄉梓，返回河南，先後任教於河南省立第一、第二中

學、開封男女師範、法政專科學校等校。在河南任教期間，先生於1922年，當選

河南全省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主席。在主席任內，先生展現行政之長才，

除力爭以各縣契稅作為教育專款專用之外，亦倡導學術講學風氣並創立《少年河

南週刊》，對河南學子新知識的灌輸、新思想的啟發有功。 

1928年先生重返北平，陸續任教於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

俄文法政專科學校。1932又擔任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直至中年負笈德國

深造為止，先生於任教國內中等與高等教育已長達15年之久。 

(三) 中年留學，學而不厭的精神 

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曾獲得一項出國留學的獎學生，但因為要侍奉雙親

而放棄了。直至1935年，太公與太夫人相繼謝世後，才遠赴德國，入柏林大學深

造，師事該校校長、德國文化學派大師斯普朗格（E. Spranger, 1882-1963），習得

斯氏之思想精髓。先生日後倡導「教育即文化」、「教育的愛」等，皆是受到乃師

的影響。留德期間，先生不僅留意理論之學習，對於德國學制以及德國教育行政

組織與實務亦頗為留意，企盼能吸取他人之長，以為國用。 

(四) 讀書報國，戮力對日抗戰期間的政教工作 

1939 年先生榮獲哲學博士，隨即返國服務。此時日寇已侵華二載，神州沈淪，

烽火遍野。先生以書生救國之志，先後擔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育系教授、國立同

濟大學教授、國立河南大學校長、西北農學院院長等職，在日軍日以繼夜的轟炸中，

弦歌不絶於烽火之中。 

另先生基於愛國的義憤而出任黨政工作。1941 年以學人身分應邀出任中國國民

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處長、第六屆中央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等職。

其間又當選國民參政員，對時政多所建言。1946 年，抗戰勝利返都南京後，擔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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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常務次長。處理行政工作，先生為人耿介剛直，處事明快果決，對於不合理的

事，堅守原則，不假辭色。來臺後，先生深思個性上過於剛直的缺點，故常勉勵從

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學生，要「堅守原則，廣結善緣」。 

1945 年臺灣光復之初，先生代表當時中央政府來臺視察教育之情形，是當時視

察教育情形的最高層級官員，對於臺灣教育的推動，特別是國語的推行，有篳路藍

縷，以啟山林之功。 

(五) 奉獻後半生於臺灣師範大學 

1949 年，先生脫離政壇，應聘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教授。1953 年接任

系主任。1955 年，該校奉准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先生受聘主持教育學院，

旋開創教育研究所，極力培植教育研究的人才。教育研究所的畢業生，多數在國

內大學任教；出國深造，得到高級學位之後，又回國任教，並從事教育研究的人

頗多，是先生晚年頗引以為慰的事。先生作育英才無數，對臺灣教育界的影響深

遠，例如臺灣教育先進如賈馥茗先生、伍振鷟先生、郭為藩先生、林清江先生、

歐陽教先生、黃光雄先生等，皆為田培林先生所栽培的教育界菁英。 

先生除重視學生研究能力的提升之外，亦頗重視教師學位的取得與研究能力

的提升。先生致力於開啟教授進修的途徑，因而師範大學講師獲得亞洲基金會出

國深造者頗多。另促進中山獎學金基金會增設教育學門。至國科會成立，師大教

授得到研究補助或出國進修者歷年皆不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係先生任教最長的學校，可以說是先生把後半生皆奉獻給

該校以及臺灣教育的發展，先生在該校任教 22 年，直至 1971 年申請退休。退休

後，關心教育如故，閱讀新出版教育及哲學期刊，兼及各種新知識，從未間斷。 

先生退休後，時值我國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國事多艱之際，先生於憂國憂

民情懷中，於 1975 年 5 月 9 日病逝於臺北臺大醫院，享年八十有三。遺囑：「不

開治喪會，不發訃，不公祭，不受賻，不請褒飾。」其耿介情操，可見一斑。 

三、教育學說 

周愚文（1992）指出，田培林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可分成「哲學路線」、「教

育與文化」、「教育史」等三部份。在哲學路線上，先生一生研究教育，係建基於

哲學之上，由哲學出發來分析教育的對象與本質，進而再進一步檢討教育的現象

與問題。換句話說，先生在思考邏輯上，是先理論後實務，先把握本質再來批判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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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與文化上，賈馥茗、林逢祺、洪仁進與葉坤靈（2003）闡明先生的文

化整體觀，認為文化是人類精神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價值總體。亦即，在人類演進

的過程中，在時間的延續以及人類所居留的環境這二個時空因素下，人類以獨有

的智慧，製造、發明、並創造，生產了自然界原來沒有的東西，其中有些是物質

的，如器物之類，有些是形式的，如文學、藝術和各種典章制度，這些提高了人

類的精神，才是文化的主要內容，再加上物質的改進，成為日益進步的文化整體。 

周愚文（1992）亦認為先生的中心觀念係教育與文化。沒有文化，固然缺乏

教育的內涵（文化材）；沒有教育，文化便無法進步。教育與文化這兩個概念有一

種內在的交插、連環，不能分解的關係。「教育即文化」：由教育而使文化綿延不

斷，是教育的傳遞的功能；由教育產生文化是教育的創造功能。可見教育在文化

發展上的功能。 

在教育史的重視上，先生主張治學，除了哲學的角度外，尚須從歷史的角度

來剖析問題，方能掌握教育的歷程是一種改變、發展與進步的歷史。先生認為教

育研究可分為系統的研究，即教育學，以及歷史的研究，亦即教育史，兩部份總

合起來，便係教育科學（周愚文，1992）。 

此外，周愚文（1992）指出田培林先生的另一個教育思想便是「教育的愛」。

教育的愛至少有二個特點：其一是教育的愛沒有固定的對象，所愛的是全部的學

生。其二，教育的愛不計被愛者價值的高低，反而從低價值入手，使其變為具有

高價值的。然教育的愛並不等同於讓兒童自然發展的愛，而是有目的、有計畫、

有方法的愛。 

另施宜煌（2013）從師質培育觀、教育制度觀與學校教育觀等三個觀點，來

論述田培林先生的教育思想。在師資培育方面，師資「教育」不等同於「訓練」， 

更重要的是教師品格的培養，才能使教師成為人師，並以身弘道。此外，教育實

習及教師進修也事關教師品質的提升。在教育制度方面，先有學校再形成制度，

所以由下而上的變革本是正常的教育現象。另外，建立以自己文化為傳統為基礎

的教育制度，才能綿延與發展本國的文化。在學校教育方面，學校不等同於社會，

學校教育的任務不能只重視「知識教育」，應同時追求的人生的「真」、「善」、「美」。 

四、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綜觀田培林先生的事蹟與思想，有許多值得臺灣教育界，特別是老師們學習

的地方。首先，對於師資培育機構而言，師資培育機構應加強教育理論的研究，

特別是教育哲學以及教育史的研究，才能建構完整的教育學理論體系，並將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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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有方法地傳授給師資生，並鼓勵師資生在實務情境中，加以有效應用，才

能培養出既為「經師」又為「人師」的好老師。 

其次，師資培育機構與各級學校應重視教育實習與教師進修的功能，使教育

實習發揮「畫龍點睛」的作用，產生理論與實務整合的功能，培養師資生理論與

實務兼備的能力，並經由教師進修管道的普及化、進修內涵的提升，讓教師成為

能與時俱進的終身學習者。 

對於教育行政機關而言，教育行政機關應體認「先有學校再形成制度」的教

育史實，所以由下而上的變革是非常值得鼓勵與推動的，而不能一味的實施「由

上而下」的改革，如此才能讓學校發揮學校本位管理的功能，而教師也才能發揮

教師領導的無限潛能。對於教育行政人員而言，田培林先生的「張公道，辨是非，

明賞罰，名覈實」的作事原則是很值得學習的，但是除了堅守原則外，先生亦認

為「處世圓融，廣結善緣」也是教育行政人員應有的修為。 

對於教師而言，田培林先生的言行與思想有更多的啟發性。首先還是在「教

育的愛」，先生不但是教育的愛之倡導者，更是教育的愛之實踐者，其對學生的

學業要求是嚴格的，但對學生的生活、就業以及未來的發展是無微不至的照顧與

關心的。是故，教師宜對全部的學生之學習進步付出無盡的愛，特別是對價值層

次較低的學生，如文化社經地位弱勢的學童，付出更多的心血，才能創造更大的

教育價值。但教師的愛不是縱容學生的缺失，而是要有計畫、有系統的導引。 

其次，一位經師與人師兼備的好老師，除了要有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基礎外，

教育哲學與教育史的基礎也是相當重要的。有了教育哲學的啟迪，教師才能認清

教育的本質，而不會受不當教育現象的宰制；有了教育史的薰陶，教師才能鑑往

知來，對教育的改變、發展與進步，掌握其關鍵因素。很可惜的，在當前的師資

培育課程中，教育史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以致影響現代教師普遍缺乏史學素養，

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再者，教師的施教，要重視文化傳承與創造的功能，特別是要體認人類的精

神，才是文化的主要內容，而物質只是文化的一部份。在教育內容上，不能只偏

重人類科技文明的介紹，亦應同等重視人類精神文明的創造。換句話說，應科技

與人文並重，才是完整的教育。 

教師教導學生，不應只重視知識的傳遞，更應重視知識的生產與創造。另鼓

勵學生追求知識的「真」，只是其人生一部份，亦應同等重視品格的「善」與藝

術的「美」之提升，才是完美的人生。也換言之，全人教育或者德智德群美五育

均衡發展的教育才是國民教育的真正本質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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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培林先生活到老、學到老以及自我反思的精神與事蹟，也是值得教師學習

的。誠如先生之弟子林清江先生的名言：「人生有三寶：終身運動、終身學習、

終身反省。」教師如能終身學習，便不會「以過去所學的知識，教導現在的兒童，

適應未來的社會」。教師如能終身反思，當能成為一位有智慧、能不斷自我改善

的教學實務工作者。 

最後，田培林先生一身奉獻教育的精神，也是吾輩們所效法和學習的。綜觀

先生一生，早歲即致力於大陸的教育工作，企圖以教育救國，來臺後之後半生仍

本諸教育愛奮戰不懈，春風化雨，育才無數。奉獻教育五十餘年，仍不改其志。

退休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及關心國事。死時遺囑力求低調，不求虛名。這種只為

別人、不為自己，務實奉獻的精神，確實永垂不朽 

五、結語 

田培林先生誠為我國文化教育的開創者、師資培育的典範者。在教學上，倡導

並力行教育的愛，作育英才，桃李滿天下；在研究上，係我國教育哲學與教育史

學的先驅；在服務上，對於我國國民教育、高等教育、師範教育等皆有前瞻而卓

著的貢獻。敬對先生的事蹟與思想，表達致高無上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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