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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中国小学与小学课程设置

第一节!小学与小学教育

##中国很早就有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专门场所! 小学" 最初是作为这种教育场所出

现的! 据 #礼记$王制% 记载&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 养庶老于下庠!( #通典$

礼十三% 解释说& '有虞氏大学为上庠" 小学为下庠!( 这种大学) 小学的施教场所"

延续至商代也一样存在! 据 #礼记$明堂位% 记载& '殷人设右学为大学" 左学为小

学" 而作乐于瞽宗!( 但是"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却只有 '大学( 一词而无 '小学( 一

词! 至周代金文中才有关于 '小学( 的记载" #周礼% 说国子 '八岁入小学" 十五

入大学(! 可见" '小学( 作为对儿童进行专门教育的场所" 至少在周代已经出现!

一! 小学的含义

在周代" 小学的入学对象和教育内容都有具体规定" #大戴礼记$保傅篇% 云&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 则入于小学! 小者所学之宫也" ##古者八岁而出就外舍!

学小艺焉! 履小节焉"

#春秋公羊传% 注&

礼! 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 教之以小学! 业小道焉! 履小节焉"

#汉书$艺文志% 载&

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 教之六书! 谓象形$ 象事$ 象声$ 转

注$ 假借! 造字之本也" 汉兴! 萧何草律! 亦著其法! 曰% &太史试学童! 能讽书九

千字以上! 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 课最者以为尚书$ 御史$ 史书令史" 吏民上

书! 字或不正! 辄举劾"(

文字的认识包括字形) 字音) 字义三部分内容" 由于小学先教授六书" 因此有

关文字字形) 字音) 字义的学问" 后来也被称为 '小学(! 在汉代" 这种分别不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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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宋代就已经相当清晰了! 南宋晁公武在 #郡斋读书志% 卷四中写道&

文字之学凡有三% 其一体制! 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 其二训诂! 谓称谓有古

今雅俗之异' 其三音韵! 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 论体制之书! (说文) 之类是

也' 论训诂之书! (尔雅) (方言) 之类是也' 论音韵之书! 沈约 (四声谱) 及西域

反切之学是也" 三者虽各名一家! 其实皆小学之类"

王应麟 #玉海% 也把它分成三种& 体制) 训诂) 音韵! 清代的 #四库全书% 把

小学书分为& 训诂) 字书) 韵书三类! 这时的 '小学( 主要指教育内容! 晚清国学

大师章太炎 #国故论衡$小学概说%&

盖小学者! 国故之本! 王教之端! 上以推校先典! 下以宜民便俗! 岂专引笔画

篆$ 缴绕文字而已" 苟失其原! 巧伪斯甚"

用 '小学( 指称文字之学" 包括音韵) 文字) 训诂的学问" 实际上涵盖了我们

现在小学识字教育中字音) 字形) 字义的内容! 于是" 小学就有了两方面含义& 一

是指研究文字) 音韵) 训诂的学问* 二是指实施识字教育" 为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

的教育机构!

二! 作为教育机构的小学

教育活动与人类相伴随" 但人类有意识地设置专门场所对儿童进行教育则要晚

得多! 小学" 作为一种教育机构" 是从这种专门场所衍化而来的" 并不断发展成为

一种对儿童实施识字和行为教育的制度化) 规范化机构!

!一" 中国古代小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文献资料来看" 商代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大学) 小学之分" 到西周" 进一步形

成了比较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 #礼记$王制% 记载&

天子命之教! 然后为学" 小学在公宫南之左! 大学在郊! 天子曰辟雍! 诸侯曰

泮宫"

何休的 #春秋公羊传解诂% 说&

乡之秀者移于庠! 庠之秀者移于国学! 学于小学" 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

学于大学"

这些表明" 大学) 小学分别属于不同阶段的教育机构! 西周设置的小学教育机

构" 在铸造于周康王二十三年的 #大盂鼎铭文% 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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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妹辰有大服! 余唯即朕小学! 女勿克余乃辟一人"

这段关于小学的文字" 说的是康王之子昭王幼年入小学的事! 到周宣王时 #师

嫠簋铭文% 也有小学的名称&

在昔先王小学! 女敏可事"

作为教育机构的小学" 识字和写字是其主要内容! 但是" 自秦汉以后" 实施识

字教育的机构" 并不都泛称为 '小学(" 而是出现不同叫法! 汉代的中央官学分太

学) 鸿都门学) 四姓小侯学和宫邸学! 其中四姓小侯学和宫邸学可认为是汉代中央

的小学! 但汉代的地方官学" 尚未正式形成制度" 直到平帝元始三年" 始确立地方

学校制度! 按规定" 地方官学分为四级" 郡国设学" 县邑设校" 乡设庠" 聚设序!

庠) 序一级就是当时的小学教育机构!

西汉初年" 私人讲学之风再度盛行" 私人讲学承担着繁重的识字教育任务" 除

书馆乡塾外" 其他私学也实施识字教育* 如果把普遍存在的书馆作为初级小学教育

机构" 那么" 乡塾就可以被看成是高级小学教育机构" 它在识字教育之外" 还要求

对经书略通大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识字教育则多由家庭或家族完成" 因此" 当时

的私学也比较发达!

隋唐是科举制创立时期" 构建了以官学为主体) 私学为辅助的封建教育体系"

不过" 隋唐实施识字教育的机构多建立在乡村" 或称乡学) 乡校" 唐代的乡村小学

较隋朝办得更为普遍" 其实施识字教育的机构除乡学外" 也有社学) 义学) 坊巷学

等! 宋朝官学有专为教育宗室子孙而设立的贵胄小学" 如资善堂) 宗学) 诸王宫学

和国子监小学! 其中国子监小学是由中央设立并管辖的小学" 这是第一所由朝庭下

令兴办的小学! 在国子监设立小学" 可算是小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宋朝的贵胄小学是封建教育等级性与宗法性相结合的产物! 设立专门的宗学和

国子监小学" 实际是把小学教育纳入国家整体的教育部署当中" 这种做法" 对古代

小学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宋代地方行政分路) 州) 府) 军) 监及县" 地

方官学按行政区域设置" 分州) 府) 县小学" 实际上常设的只是州学) 县学" 并有

相应的学规" 如公元 "!&' 年颁布的 #京兆府小学学规% 就对课程设置) 教学进程)

考课等作出了规定! 公元 ""!$ 年" 随着小学教育机构的增加" 宋朝还颁布了全国统

一的小学制度" 对入学年龄) 学生定额) 课程考核) 升级制度等作出规定" 形成了

与科举考试相配合的全国学校网络! 不过"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推广" 要求接受教育

的人数远远超过官学所能容纳的规模! 为此" 宋代私学设置很普遍" 其中小学教育

主要借助蒙学) 家塾进行" 宋代的私学类型主要有& 私塾) 义学 +义塾,) 村塾)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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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冬学) 私人讲学! 宋代私学明显地走向基层社会" 成为推动小学教育发展的一

支生力军! 虽然私学中的私人讲学侧重于高一级的专门教育" 但仍交织着进行启蒙

性的教育" 它们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城乡社会" 在普及教育) 基础教育方面发挥着显

著作用!

明朝小学教育属官学的有宗学) 社学" 宗学是为教育宗室子弟而专门设立的学

校" 社学是由地方建立的小学" 可以说是府) 州) 县学的预备学校! 社学大约每 %&

家设置一所" 入学年龄" 一般在 (-"& 岁之间! 明代在民间的私学有义学和私塾! 义

学是小学教育的另一种类型" 是指地方上出钱延聘塾师" 在公众地方设塾以教一般

农户子弟或贫寒子弟的" 称义学或义塾! 私塾是指明清时期私人经办的学校" 大致

有三类& 一是塾师设馆招生" 称门馆或家塾* 二是宗族延师择址教授家族子弟" 称

乡塾) 族塾* 三是富裕人家独自聘师设馆于家中教子弟" 称坐馆) 教馆!

清朝的小学属官学的有宗学) 觉罗学) 八旗官学) 社学* 清代的私学主要有私

塾) 义学) 家塾" 其教师被统称为蒙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义学) 义塾" 一般由地

方集资或富裕人家出钱聘请教师在公众地方设塾教育贫寒子弟" 带有公益性质! 清

末 '我乞讨" 我积钱" 修个义学为贫寒( 的武训所兴办的学校" 就属于这种以普及

贫民教育的蒙学教育类型! 不过" 这些具有小学教育功能的学校" 也通常被统称为

'私塾( 或 '学塾(!

!二" 现代学校制度下的小学

小学是指人们接受最初阶段正规教育的机构" 因此被泛称为初等教育机构! 一

般 )-"$ 岁为小学适龄儿童! 现阶段小学阶段的教育年限是 ) 年" 是基础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世界范围来看" 初等教育机构最早产生于 ") 世纪的德国" 由城镇主办" 教习

实用知识和新教教义! "* 世纪初" 这种学校逐渐增多" 成为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

欧洲各国和日本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 也相继设立这类机构!

中国在 "('! 年鸦片战争之后" 伴随西学的引进" 开启了近代初等教育体系的形

成! 鸦片战争前后" 传教士开办一些附设于教堂的洋学堂" 规模较小" 大都属于小

学程度! 传统的小学教育虽然受到挑战" 但仍占优势! 真正对中国近代小学教育发

生深刻影响的是 "+ 世纪 )! 年代兴起的洋务教育" 它变革传统的私塾教育模式" 催生

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上海正蒙书院! 甲午战争以后" 随着维新教育

思想的高涨" 新式小学堂不断增加" 开设新课程" 采用新方法" 改编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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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法定的学校系统" 始于 "+!$ 年" 即管学大臣张百熙所

拟的 #钦定学堂章程%" 公布于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年," 所以称 '壬寅学制(" 它

规定小学堂分为高等小学堂和寻常小学堂二级" 修业年限各为三年" 不过它正式颁

布后未及施行! 次年 +癸卯年, 又由张百熙) 张之洞) 荣庆重新拟订一个 #奏定学

堂章程%" 称 '癸卯学制(! 这是第一个法定的并在全国实施的学制! 癸卯学制将小

学区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 并分官立) 公立) 私立三类设置" 采用以学校

管理学校的办法" 即地方设官立小学作为 '模范学校( 来管理公立和私立小学" 除

官立小学外" 公立和私立小学经费及教育管理人员均由地方或私人解决! 新式学堂

的建立以及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 实现了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

"+"$ 年" 中华民国成立" 学堂一律改称为学校" 初等小学校由城镇乡设立" 高

等小学校由县行政长官规划" 并得咨询县议事会的意见以定之! "+"& 年" 为推行义

务教育" 把初等小学校一律改称为国民学校" 提出父母及其监护人有使学龄儿童就

学国民学校的义务" 国民学校施行国家根本教育" '以注意儿童身心之发育" 施以适

当之陶冶" 并授以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为本旨(! 另设

预备学校" '以注意儿童身心之发达" 施以初等普通教育" 预备升入中学为本旨(!

预备学校分前后两期" 前期为四年" 与国民学校平行" 后期为三年" 同高等小学校

平行" 不过" 培养目标不同! "+$$ 年" 国民学校仍改为初等小学校" 并取消预备学

校! "+'! 年" 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管) 教) 养) 卫一体(" 规定各乡设国民中心学校

+相当于中心小学," 由乡长兼任乡壮丁队长和校长" 各保设国民学校 +相当于村

小," 校长由保长兼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仍然沿用民国时期的初小和高小之分" 后来还出现

有耕读小学) 部队小学) 民办小学)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 五年制小学) 六年制

小学) 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等说法!

进入 $" 世纪" 中国实行的小学学制大部分为六年制! 在乡镇 +人民公社, 一级

设置一所中心小学" 在各村 +生产大队, 设小学! 随着中国近年来老龄化趋势加速"

幼儿人口比重下降" 小学生源减少" 一些乡村小学也开始撤并" 很多地方仅保留寄

宿制中心小学" 不但使路途遥远的学生上学极为不便" 而且使乡村缺少了文化中心!

$! 世纪初致力于乡村教育的陶行知先生就曾经提出& 以乡村学校为改造乡村生活之

中心" 乡村教员为改造乡村生活之灵魂! 小学教育机构实属乡村的文化中心!

!三" 小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小学教育" 是整个学校教育的基础! 小学阶段习得的经验" 在一生中将留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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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痕迹! $!!+ 年 #望% 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做了一次随机网上调查" 发现大多

数人记忆中最难忘的课文竟然是时隔最远的小学时代的课文" 那些进入儿童幼小心

灵的文字" 无论多么浅显" 都已经成为很多人成年后心中最值得珍藏的财富!

小学教育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有深刻的作用! 小学生记忆力旺盛"

好奇心强" 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 对于感兴趣的事物会像海绵吸水一样" 吸收贮藏"

终生难忘! 他们善于模仿" 习久成性! 在小学阶段养成的好习惯" 可以牢固地保持

一辈子* 相反" 如果养成了不良习惯" 等长大了" 补救就非常困难! 美国著名精神

分析理论家爱里克森提出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 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经过一系列阶

段的过程" 各个阶段相互依存! 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任务) 冲突和发展危机" 个

体解决冲突和危机的方式对个体自我概念和社会观都有深远影响! 某一阶段的冲突

和危机未解决好" 往往是其以后的学业颓废和不良习惯形成的重要原因! 小学阶段

的冲突主要是勤奋感对自卑感" 应该让儿童在学校学习中体会到持之以恒的努力与

成功之间的关系! 成功的体验有助于建立勤奋的特质" 表现为乐于工作和有较好的

适应性! 相反" 过多的困难和挫折则导致自卑感! 因此" 教师对学生行为的评价"

应重点关注能够给予儿童带来成功体验" 在与小学生沟通交流时应多用肯定性或赏

识性话语" 以丰富学生完成任务和从事集体活动的成功经验" 同时" 鼓励儿童在各

种活动中表现出勤奋的特质也是必要的! 随着社交范围的扩大" 当儿童面临来自家

庭) 学校以及同伴的各种要求和挑战时" 他们会形成一种压力" 引导学生形成用勤

奋化解压力) 保持平衡的习惯和意识" 是小学阶段的重要教育任务!

小学阶段也是儿童个性发展) 智力水平上升的最佳期! 在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

中有一系列的发展 '最佳期(" 小学阶段既是丰富儿童语言词汇的最佳期" 也是儿童

个性发展) 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养成和智力向纵深发展的最佳期! 儿童的无意注意向

有意注意的发展" 机械识记向意义识记的发展" 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过

渡" 儿童的兴趣由不稳定向稳定发展" 由直接兴趣向间接兴趣发展" 等等" 都与这

一阶段的教育密切相关! 在小学阶段" 如果教育得法" 引导适当" 还可以增强儿童

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逐步形成诚实) 认真负责和助人为乐的性格!

可见" 小学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和社会生活中"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 都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人的兴趣) 习惯) 志向) 性格) 情操及智力特点" 很大程度上

是在小学阶段初步形成的! 爱迪生儿时经常摆弄电器" 做些小实验" 就为他长大后

成为大发明家奠定了基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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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小学教育目标的演变

教育与一定社会的政治) 经济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小学主要为社会教化服务!

#孟子$滕文公上%& '设庠序学校以教之* 庠者养也" 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 夏曰

校" 殷曰序" 周曰庠" 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也! 人伦明于上" 小民亲于

下!( 也就是说" 为明人伦而创设学校" 其实" 作为统治阶级" 创设学校还是维护和

保证其统治地位的一种长远而有效的措施!

一! 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目标

夏朝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扩大奴隶制统治" 既要镇压本部族奴隶的反抗" 又

要不断征伐) 掠夺其他部族! #文献通考$学校考%&

夏后氏以射造士"

把奴隶主贵族成员及其后代培养成为能射善战的武士" 就成为夏朝的教育目的! 商

代统治者虽然以武力得天下" 但有强烈的尊神意识" #礼记$表记% 说&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 先罚而后赏! 尊而不亲"

凡大事必占卜" 因此培养神职人员是商朝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 西周采用宗法

世袭禄位制度" 一方面强化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宗族关系" 另一方面又借以区分不同

的亲疏等级! 因此" 宣扬宗法等级观念是西周重要的教育目的! #礼记$表记%&

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 其赏罚用爵列! 亲而不尊"

礼是关于人伦关系) 处世规则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总称! 习礼为教育的重要内

容" 所谓 '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五伦( 代表着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维护了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

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经历了大变革! 对社会本位教育目的" 不同学派基本上围

绕如何结束动荡) 建设和谐社会而展开" 但落实到个人本位教育目的" 则有不同的

认识和理解! 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君子) 大丈夫" 墨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 '兼士(

或 '贤士(! '君子( 原是当时对上流社会人士的专称" 孔子把它发展成指称道德高

尚的人" 并不断强调君子在修养上与小人的不同对照" 其中最大的区别有两点&

一是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君子总是追求道义! 小人总是追求功利'

二是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君子总是要求自己! 而小人总是要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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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要求培养 '大丈夫(" 也是以德为主) 德才兼备" 他有一句名言&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一个人格高尚的人" 一定要经得起富贵) 贫贱) 暴力的考验" 把道德意识转化为自

己的坚定信念! 孟子这种人格理想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大! 墨家提出 '兼士( 必须具

备三个条件&

厚乎德行! 辩乎言谈! 博乎道术"

也把道德放在首位! 在修养方法上" 儒墨都强调严于律己" 将道德标准置于首位!

自汉代至清代" 学校教育以尊孔崇儒为主" 小学教育目标主要灌输儒家思想!

反映先秦儒家思想的 #礼记%" 有 '学记( 一文" 就以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 为喻" 提出了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的认识* #学记% 在学校管理方面"

还提出一个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查标准&

比年入学! 中年考校% 一年视离经辨志! 三年视敬业乐群! 五年视博习亲师!

七年视论学取友! 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 强立而不反! 谓之大成"

学生到了规定年龄入大学" 国家每隔一年考查他的学业及品行& 第一年考查其明析

经义的能力和学习的志趣* 第三年考查其是否专心学习" 对周围的人是否和睦相处*

第五年考查其学识是否广博" 同老师是否亲密无间* 第七年考查其研究学业的本领

和识别朋友的能力! 达到这一标准就称为 '小成(* 到第九年" 学生对于学业已经触

类旁通" 立场已经坚定" 达到这一标准就称 '大成(! 这种对教学进程的设想" 既明

确了教育的总目标以及每个阶段的具体目标" 也对每个阶段的思想品德和学业知识

应达到的标准作出规定" 体现了德智并重) 循序渐进的学校教育整体思路!

二! 清末小学教育目标

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 是中国由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时期! 清末小学

阶段教育基本上不属于官学体系" 因此被泛称为 '私塾( 或 '学塾(" 学生入塾的年

龄没有严格限制" 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可入塾" 主要以五六岁至十一二岁为

多! 每所学塾人数也没有统一" 少的四五人" 多的二十余人" 学生的学习程度不一"

教师的教学要根据不同对象" 采用个别教授! 教育目的是识字) 为科举考试作准备!

新式小学堂出现" 与传统私塾有很大区别" 它以分科分年级为特征! 新式学堂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学塾而言" 这种教育最早由教会学校开始" 主要指传教士在中国

创立的教会小学" 其目的是传教以及选择与训练教会未来的领袖! 为此" 教会小学"



!!+####

除了进行宗教教义的灌输外" 还必须给予读) 写) 算的知识教育" 给予音乐) 美术)

游戏和儿童早期的社交活动等教育" 同时开展职业陶冶与一般道德品质如爱国心和

文明礼貌行为的培养! 下面是 #中国基督教事业% 一书对教会学校提出的一些具体

要求&

+甲, 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 俾其身常健适! 并有清洁$ 合理$ 活

泼$ 敏慧! 与端正之生活" 概言之! 即与学生以卫生正确之习惯! 及游戏之学问

是也"

+乙, 注意养成儿童耶教美德之根本习惯及行动"

+丙, 与学生以教育上三大要具! 即读写算三者健全之训练! 此三者乃学生入世

后必须引用之学识" 故当认为正当教育上中坚之部分"

+丁, 发展学生已有之爱国心! 使洞悉彼为中国社会一分子之根本义务与权利"

+戊, 使学生洞悉其社团中人各种职业之大概! 俾得扩充其爱感! 提发其选择职

业之兴味! 并与以选择职业应有之若干训练"

+己, 与学生以礼貌上及其他仪式之训练! 因礼仪乃对于他人表示厚重之具"

+庚, 教导学生使能深识书籍美术及音乐之趣味! 参予各种游戏及社会交际! 并

使养成因研究职业问题而发生之嗜好! 以利用其暇晷"

!

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 这种教育比起只强调读书) 背书和道德训练的中国传统

学塾"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丰富得多! 于是" 中国人也开始效仿创办这种学堂!

教会学校开设西学课程" 实行班级授课制度! 中国官学系统最早采用班级授课

制是在 "()$ 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 建立了比较严格的教学秩序和管理制度" 不过"

它不是小学教育机构" 小学教育机构全面铺开班级授课制是在癸卯学制颁布实施后

的新式学堂!

最早创办的新式小学是 "(*( 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 同时" 许多维新

人士或官员也纷纷撰文或上奏折建议发展这种新式学堂" 这就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传

统学塾向西式小学堂的过渡! 在 '百日维新( 期间" 清帝曾下谕各省府厅州县把原

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 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 郡城的

书院改为中等学堂" 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 随着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不断增多

和扩大" 清廷一方面需要加强引导" 另一方面又需要统一思想和规范管理! 因此"

!

转引自! 何晓夏! 史静寰"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年版! 第 "!*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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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 张百熙) 荣庆) 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的奏折提出&

至于入学宗旨! 勿论何等学堂! 均以忠孝为本! 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俾学生

心术壹归于纯正! 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 练其艺能! 务期他日成才! 各适实用! 以

仰副国家造就通才$ 慎防流弊之意"

!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针对新式学堂而提出的教育宗旨! 由于这一表述略嫌冗长"

"+!) 年 % 月根据学部的建议" 清帝下谕" 确定 '忠君" 尊孔" 尚公" 尚武" 尚实(

为教育宗旨! 宗旨的前两项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 体现封建教育的根

本性质! 后三项分别与德育) 体育和智育对应" 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 '尚公(

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 '尚武( 的目的是强兵" '尚实( 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

根本就没有顾及到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

具体到小学教育目标"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 规定&

设初等小学堂! 令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 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 立其明伦

理爱国家之根基! 并调护儿童身体! 令其发育为宗旨' 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 规定&

设高等小学堂! 令凡已习初等小学毕业者入焉! 以培养国民之善性! 扩充国民

之知识! 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 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 皆有谋生之计虑为

成效"

"

这一教育宗旨以及小学教育目标体现出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施行至 "+"" 年辛

亥革命止! 其中部分合理因素被民国继承下来!

三! 民国时期小学教育目标

"+"" 年" 辛亥革命胜利"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满怀豪情" 着手

建设他们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共和政体的观念在各种媒体倡导下影响着国人"

教育旨在养成共和国民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当时的教育主旋律!

!一" 民初教育宗旨的确立

中华民国建立" 宣告了 $!!! 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 在一片共和声中"

!

"

朱有骔"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册! 华东师大出版 "+(* 年版! 第 *( 页%

课程教材研究所" #$!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 课程 '教学( 计划卷$! 人民

教育出版社 "+++ 年版! 第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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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奏响了民国新教育的号角! 他指出&

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 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

义! 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 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

着想! 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 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 ##君主时代之

教育! 不外利己主义! 君主或少数人结合之政府! 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物! 乃揣摩

国民之利己心! 以一种方法投合之! 引以迁就于君主政府之主义" 如前清时代承科

举余习! 奖励出身! 为驱诱学生之计! 而其目的! 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

心! 易受政府驾驭!

!

蔡元培强调民国教育要围绕 '国民( 而设" 国民对于国家) 社会) 世界) 家庭

有一定的责任) 义务和权利" 权利由义务生" 人类所最需要的是能履行种种责任的

能力" 因此" 他认为" '教育家之任务" 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 使能尽完全

责任(" 为培养国民的这种能力" 教育家应该做的不外乎五种主义" 即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 公民道德) 世界观) 美育" 应该把这五种主义分配于各学科中" '国文国

语之形式" 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 而依准美词者属于美感! 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

当占百分之十" 实利主义当占四十" 德育当占其二十" 美育当占其二十五" 而世界

观则占其五(

"

!

蔡元培的这些思想大部分被吸收成为民初教育的指导思想! "+"$ 年 + 月 $ 日教

育部公布教育宗旨& 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 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

完成其道德! 就是以蔡元培的五育思想为基础提出的! "+"$-"+"% 年间" 民国政府

还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章以及相关的补充和修改文件" 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校系统制度"

即 '壬子-癸丑学制(" 规定&

小学教育! 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 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 并授以生活必须之

知识技能为宗旨"

但是" 自 "+"% 年开始"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 先后在各种法令中强调传统的封建

伦理道德! 这一年 "! 月 "' 日 #天坛宪法草案% 第 "+ 条规定 '国民学校以孔子之道

为修身大本(! "+"' 年" 教育总长汤化龙为迎合袁世凯的心意" 于 & 月呈递 #上大总

统言教育书%" 提出以孔子之道 '正人心而扶国本(! ) 月教育部发出 #饬京内外各

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文%" 强调学校教科书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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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其言行之切于日用者" 发扬吾国民固有之秉彝而示以懿德(" '间有征引孔子

言行之处并各依于生徒年龄程度循序演进" 更端指导" 务令浅深各有所得" 信仰积

于无形(! $ 月颁布的 #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 重申 '中小学校修身及国文教

科书内采取经训" 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 并要求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应该提出和

遵循修身重实践) 国文重叙事文) 教育重本国特殊国民性) 乐歌重陶冶性情等编纂

方针! 以这些零敲碎打的法令为前奏" 袁世凯政府于 "+"& 年初隆重推出复辟封建主

义教育的政策纲领 #颁定教育要旨% 和 #特定教育纲要%" 颁定教育要旨为&

爱国$ 尚武$ 崇实$ 法孔孟$ 重自治$ 戒贪争$ 戒躁进"

围绕这一教育宗旨" #特定教育纲要% 要求&

应就现在部设之编审处! 按照学生迅速编辑中小学教科书" 其教科书内容! 务

与国家教育宗旨相合" 其参考各书! 为学校所需而坊间所不备者! 亦应一并编辑以

为改良教育之准备!

!

袁世凯对民初教育宗旨的修改" 直接影响到小学教育目标" 如 "+") 年公布的

#国民学校令施行细节% 就提出&

修身要旨! 在遵照教育纲要! 涵养儿童之德性! 导以实践" 宜就孝悌$ 忠信$

亲爱$ 仁勇$ 恭敬$ 勤俭$ 清洁诸德! 择其切近易行者授之! 渐及于对社会对国家

之责任! 以激发进取之志气! 养成爱国爱群之精神" 对于女生尤须注意于贞淑之德!

并使知自立之道"

!

!二" 从教育宗旨到教育本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由于国际上对和平的渴望日益强烈" 国内对军阀混

战的恐惧和不满情绪也广为弥漫! 因此" 社会各界人士形成了倡导和追求和平的共

识! 教育界也对以前过分强调国家立场的教育宗旨有所不满" 出现了一股忌谈教育

宗旨的风尚" 认为宗旨关注的是 '如何教人问题" 非人应如何教( 的问题!

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 民主自由思想深入民心" 民初教育部推出的教育宗旨受

到各方质疑和批评" 而废除教育宗旨则被当作否定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举措

而大受推崇! 当时一批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如胡适) 陶行知等" 在文化教育界极力

宣扬杜威的教育思想" 并促成了杜威来华讲学达两年多! 杜威主张教育无目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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