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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百

押运教育是"群学之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萌发是离不开

阿莲教育。发展我医的蹄莲教育，使其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被

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系统考察我国师莲教育产生和发展的m史。到

宁曾经说过: "不要志远基本的历支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

某种现象生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陡毅，并根

据它的这种克是去考察这一事辑现在是怎样的。 "CD我国强立的

师主教育制度吉清代末年创立以来，有着丰富的经疆和深刻的教

训，对其进行认真总结和镇密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

我雷师莲教育的历史，高且对于当慧的教育改革，规划未来教育

的发展也不主借鉴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我1(1 从1982年开始进行福建师莲教育史的研

究工作。曹先Jf;三次深入全省各地〈市〉、县的教育行鼓机关、

图书档案部门和各级师范院校调查研究，广泛捷集福建挥?在教育

的勇史资料和近年来的教育改革材料，并与广大师莲教育工作者

共商探讨本省剪范教育的历史、现装和未来，在取得一袭认识的

基榻上，分工编写出了本书 e

本书共分10章。第 1-8 幸的富等挥茸教育部分由庄明本拉

笔，中等部范教育普分出张于是、器让升、庄萌水拉笔s 第 9-

10章由王宇尤拉笔。全书由庄明水统稿，撞仁祷定霜。

福建部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徐君藩、露本铭、

一一一一÷

①《列宁选集》第医卷，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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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良、吴自强诸教授在百忙中分别审阅了全书或部分章节，提出

了很多宝贵意见，提供了不少补充材料z 教育系的黄爱玲同志参

加了调查研究、资料捷集和部分原始资料的整理工作，全省各高

等师范院校、中等师范学校、教师进修院校和省教委档案室、师资

处、科研处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同志，都给予了积极支持和热

情帮助s 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王亿钦同志对全书进行了编辑，在此

-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并受资料限制，本书难免有错漏和不妥

之处，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T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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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一章福建师范教育的创始时期

( 1903年至1911年〉

我国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有专门培养部资的师翠教育.

我1897年第一贤、"部范院"诞生重今?我国师莲教育只有九十多

年的历史。

福建剪范教育始于1903年岱办的全民痛范学堂，距今也不过

八十六年。在八十余年的福建师范教育史中， 190'3年至1911年露

于草剖时期。辑期的福建师莲教育，完全借鉴日本的办学经验，基

木按自本的模式办校，一开始就有比较完整的体制费比较锺全的

教学规章制度。 但西受封建帝王统治错度的束缚，福建赔范教育

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摄制，存在着许多弊基

第一节 福建师范教育兴起的社会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举漫λ， "对于中国的社

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件用，一方面，破坏丁中国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鱼，一方

面，生则便进了中固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纱①中国壤乡商品经

济的产生和支展，需要大Jlt知识分子有熟练工人。过去那转适

应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私整教学、!日式书院教育和为封建专鹊服

务的科平;如i度都己不能运应培弃人才市需雯。击可-21:去?自安幸，

〈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58.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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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社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康

有为认为z "今日中国之弊，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①

梁启超主张"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②中国

的出路在于大批兴办学校，大量培养各种人才.只有这样，才

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

一些人，从巩固其封建政权出发，主张办"洋务"，兴"西学"。

他们所办的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洋务教育，规模小，培

养的学生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西学"在国内找不到教师，只能

聘用少数西方人士任教。这样的教育形式，根本达不到大量培养

人才的目的。

梁启超在1896年〈光绪22年〉所著《论师范))'.一文中，提出

"一切教习，多用西人"的五大弊端，认为中国l之犬，却缺乏教

师."天下事之可伤可耻k 孰过此矣"。因此极力主张中国自办

师范，自己培剂市资。他把师范教育看作是"群学之基'F ，认为

"欲革旧习，兴智学，~、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梁启超是维

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他最早宣传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社会上有很犬的影H冉o 1898年〈光绪24年) ，大理寺正卿盛宜

怀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指出..况师范小学，尤为

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埠，惟虞

弗及。"④他敦促清政府从速兴办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接

着，清政府的一些大臣也有"办理学堂、首重师范"，⑤"师范

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

①康有为<<万木草堂小学记》。

②梁启超<<始变法不知本原主乙害》。

③梁启超<<论师范>>， <<饮冰室合集>> ，第1册。

②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2.

⑤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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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入乎之第一义。" "宜首先急办师也学堂!"①之议。兴办师担

教育巴为全阁上下比较一致的认识了。但是，外非所有的人都意

识到师地教宵的敢要惯。当时祀苏溜词央蓝菇、巡i应徐树钩、盐

j草制jj!;间对张智欲办通州师?也就恃反对态度。胡班同说"中阔

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 "社会上说有不少人对于直在

袖办师拖恃怀疑都度。有的说"或日中学校程度与师抵学校程

度相等，\其卒业生宜能充小草教员，何必师范生? "②当然， 虽

然怀疑甚或反对办师范教育的还大有人在，但是中国必须"办"，

而且必须"急办"师范教育，巴为多数人所公认，并已成为一股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而师范教育就应运而生了。

我国师范教育始于1897年〈光绪23年〉农历 2 月盛宣怀在上

梅创办的南洋公学师拖院。南洋公学分立四隙'"一日师抱院，

即师范学党t且，二日外院，即日本师范学校附腾之小学院啦，五

日中院，即工等学堂也3 凹罔上院， 即头等学堂也o"@师范院前

先开'字。接着，开办了外院(即附属小学)， "命师范坐三分班

习之" , :i立足我罔师范学校最早进行的教育实习。但师范院是南

洋公学的一部分，并非确立设置的师范学校.我因最早独立设贵

的师范学校，是1902年张赛在江苏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

1898年(光绪24年) ，张家异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内设大

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及师范带。但师范斋始终没有招生。 1902

年(光绪28年〉农历 7 月，张百熙等费颁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在

京师大学堂内附设师施馆，并在各省南等学堂内附设师施学堂。

①张百熙、荣庆、张立j问<<学务纲要>>，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一掌.

@陈乃林、蔡草草材<<我国近代师?在放商初探>>，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1 华

第1期.

③览室主怀:传筹集商揭开办商佯公学折)， (愚裔存稿初手耳聋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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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馆与大学预科同程度，师范学堂与中学堂同程度。师范馆的'

培养目标是中学堂教师，所以可以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我国高

等师范学校的创始.但师范馆是附设在京师大学堂里的一部分，

不是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学校.

1903年〈光绪29年〉闰 5 月，清政府令张百熙、荣庆、张之

洞重新修订办学章程。张之洞等摹仿日本，借鉴西欧的师范教育

办学经验，重订学堂章程.这就是由清政府正式在全国颁行的

《奏定学堂章程>> ，即《葵卵学制 >>0 <<奏定学堂章程内规定，

在京师及各省城设立优级师范学堂，学制三年，以培养中学师

资s 各省城和州县可设立初级师范学堂，其中完全科学制五年，

简易科学制一年，以培养小学师资。原京师大学堂附设的师范

饨，随即改为优级师拖学堂，并设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这是我

国最早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学校。《奏定学堂章程》颁行之后，

各省就陆续创建了一批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

第二节 福建师范教育的嘴矢

----全闽师范学堂

十九世纪末叶，福建教育实行的是书院制度。各府、县分别

设有各种书院。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福州的整峰书院、凤池书院、

正谊书院，青田的握英书院，福清的龙田培元书院，长汀的龙山

书院，大田的崇文书院等。当时，福建各地的书院规模小，招生

数有限，教学内容陈旧落后，根本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光

绪皇帝在维新运动中，采纳维新派的意见，下令各省、府、州、

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中学堂或小学堂，并规定新办的学堂应开

设书院所没有的课程，如小学堂的算术、历史、地理、体操、图

画，中学堂的算术、博物、物理、化学、外国语等.福建从省城，

4 



到各府、州、县的大小书院，在光绪27年前后，纷纷改为中、小

学堂。书院政学堂，首先遇到的严重问题，就是缺乏能胜任学堂

课程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师资。当时有些学堂，虽然聘有一、二位

外国教师，但因人数太少，无济于事。而且由外国人任教，存在

语言不通，国情不熟等等问题。光绪29年， (<奏定学堂章程》下

达后，闽人自办师范，培养师资的呼声很高，为全闽师范学堂的

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福建师范教育的产生是与本

省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发展相联系的。

一、篝办经过及办学宗旨

全闽师范学堂的前身是私立东文学堂，因此有必要先说明东

文学堂的来历。

光绪戊戊变法的时候，福州开明绅士认为有必要设立外国语

学堂 7 以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 3 因而决定在南台苍霞洲的苍霞精

舍设英文班和日文班，教授英日两国语言。不久，~ ，日文班迁入城

内文儒坊3 改名东文学堂。东文学堂设董事制，由陈宝琛、王孝

纠等人把茧事，陈宝琛任总理 o 1901年〈先绪27年)-，东文学堂

迁往乌石山，以积翠寺为校舍，聘日本东亚同文会派来的四位日

本人为教师。

1903年〈光绪29年)， <<奏起学堂章程》颁行，福州和各

府、州、县的中、小学堂纷纷创办，师资紧缺，福州官绅认为有马上

成立师范学堂的必要，当时间浙总督陈仰祈与在福州的前内阁学

士陈宝琛商定，在原东文学堂的基础上，改组扩充为官立全闽师

范学堂，俗称"乌石山师范学堂" 0 10月 24日，全闽师范学堂正

式开学。全闽师范学堂是福建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它的成立确

立了师范教育在福建教育系统中的独立地位。

全闽师范学堂建校后，原东文学堂的学生组成师范学堂特

5 



班，另新招了初级师范完全科学生一班，计六十人.建校时教职

员共13人，其中教员六人，职员七人.在十三位教职员中，有原

东文学堂的日本教师三人，科举出身的七人，留学外国的二人，

本国学校毕业的一人。①学'重负责人称为"监督"第一任监督

是陈宝琛。②

陈宝琛在全闽师范学堂开办之初，亲撰·化民成俗，其必由

学，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的训联，作为该校的办学"本旨"。

据1936年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姜琦在全闽师泡学堂建校33周年纪念

会上的解释..化民成俗"说的是·创造些善良的文化去J毒化

社会上一般民众而形成为一种优美的风俗"， ·其必由学"，是

讲要达到上述目的， ‘必定要由我们自己‘为学'入手，而所谓

"学'，就是我们所谓教育'。 a温故知新"是要我们"在既成

的旧文化之中，推陈出新地再增加些继起的新文化扶植于后一代

的青年弟子的精神之上，使他们去攻造环境。" ‘可以为师"说

的是实行了上述做法之后，吨。一般为学者就吁以为人师了"。③

二、组织机构和分科情况

全闽师范学堂在监督之下设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教务

长负责课程开设、教材教法和学生的学习安排。府、务长负责全校

①《福建师范学堂一览>> ，宣统元年版。

②陈宝琛，字伯潜，号强庵，间侯螺州乡人，是前清刑部尚书陈若霖的曾孙。陈

宝琛十八岁为举人，计一岁成进土，授编修，经大考攫待讲，数年后升内阁学土。后

来被罢官回籍，任福州堂吟书院山长，东文学堂总理。光绪29年，任全问师wz学堂监

督。光绪31年，又兼福建高等学堂监督。光纣;32年 7 月 :g光绪34年春，陈主琛佳南洋

办理券j臼事宜，指定他女婿翰林院编修林炳章为副监督，代理监督职务。立统元竿，

陈宝琛奉召入京任宣统皇帝师傅，去拉堂监督由曾佳四川费州知府均i遭炳年继伍。

③《福建师范》第一期， 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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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务后勤工作。斋务长负责考察学生品行、管理学生宿舍的有

关工作。

企闷师部坐在堂初建时，只设究企料。 1903年10月，完全科招

收脚班和那一班J 1904年 8 月招收缩工班J 1905年10月招收第三

班。第一、工两班学习年限为 4 年飞，从第三班开始，学制改为 s

年。

由于仔州县兴办小学堂的班席1m快，)辑、黯全闽师范增觉究企

科埔弗小学敬师满足不了需要。因而决克金网师就学裳除办完

全科外，还加办初级师范简易科， x最招收各县的秀才和童生入

学，学制为 1 年。 1905年〈光绪31年〉正周，简易科第一班正式

开学。此后锵年都招收 1 … 5 班的简易科学业，

1905年 2 月，设立了附属小啡，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场所.

豆、课程设置与敏学要求

全阙师班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授课时数，参照《赛烧初级师拖

学堂章程》的有关规定，略加修订而成。

完余刑，共设置15门课a

〈一)修身。以陈宏谋的《五种遗规)) ，为教材，

(工)读经讲经。讲慎《释和〈在传》、《周礼》阙经，

(二三、〉中阔文学.包括文义、文法和作文立部分，

(网)教育。讲授教育虫、教育原理、教育法令及带校管理

挂，井边行"实事授业"，即教育见习和实习，

.>.11. 
z子 F

Cf!.)历史.讲授中国虫、亚洲各因史、欧洲和柴洲虫，

(六〉地理。讲授地盟总陀、巾阔地舰、外罔!自舰和 j由女

(七〉挥学。讲授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和梅记学，

〈八〉博物.讲授植物、功物，人身坐盟和矿物，

7 



, (九〉物珊及化学。讲授物理学总钢、力学、音学、热学4

光学、电气、磁气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主，

〈十〉习字。学习楷书、行书及小集书z

(十一〉图画.讲授和练习自在画和用器画自

〈十二〉体操.包括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以兵式体操为

〈中::::>外罔谐.学习日谐和英i毡，

〈十四〉农商工业。讲授农业、工业、商业的基本知识，

〈十五〉乐歌e 学习诗歌和音乐。

上述课程，在讲授本学科专业内窑的同时?者I~必须讲授本学

科"教学之次序法则"，即学科辙材教法，并进行叫定的实验、

实习和绵习〈见附表1.1) • 

简易科设置九门课程，即修身、教育、中国文学、历史、地

理、算学、格致〈包括理化和博物知识人圆圆、体操。各门课

程的教材内容比完全科略为简单〈见附表1.2) 0 

完全科和简易科每年上课都是45周，每周授课36?ii38小时。

完全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安排有如下特点z

〈…〉清王朝统治阶极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政权，

特别建视加强封建伦现道德和"级典"、 "谴规"的教育，边接

剖建政治教育课租的周时数为各门课程之瓶。

(二〉福建师市教育初办时就比较蔑视体现师范性，注意加

强教育专业训练。从一年级到毕业班，每年都开设教育课程，每

周的教学时数仅次f读经和修身。.各门专业课程不但讲今;学科的

专业内容，还讲本学科教学法。

(三〉习学课是师范学堂专设的课程。师范学生学习各种字

钵的格均知识和技能，严对将来的小学教宵工作十分必主要。

〈四)全闽师拖学堂根据本校的实际，开设农工商业课。农
吃之

.a 



读经讲经

教育学

中国文学

IJj 史

地 理

算 气三?马' 

农工商业

理

溥

习

图

外 E 文

体

乐

♂鸟.
口

身

第

学 年

第 五

学 年

1 

化

物

字

四

操

歌

计

资料来源<<福建师范学堂一芫>> ，宣统元年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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