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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医教育史专题研究是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途径，早在 20 世

纪.20 年代，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域就曾"将自次拟定，材料集好

恕就"初等、中等、高等、婷范等教育专史"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

各专史再到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但终因忙于其他，编辑

事务"为时闰所F良制" "不能专力于此，只以余瑕整理《近代中国教

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②今天，撞着研究条件的改善

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在中菌教育史的研究中，相辅相成的通史、断代史

以及专史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就总体而言，中理教育史

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组织编写出版《中圈教

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所做的一次初步尝试。而为了既，

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又能达到深化教育史研究的

根本目的，经过斟酌，本丛书确定从学制系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

学制系统，外的有关教育两方面组织选题。

对学制系统，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

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更好地，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规

律和特征。

据传，早在西周时期，中民却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至

汉代，学校教育也得到更快的发展，特别是官学制度，更是为我国封建

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魏晋时期教育的多元，

发展，至琦唐、宋元，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己臻完备。然而，这种

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不仅就形式上仅有"小学"、"大学"之分，而且

至明清时期，延着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也，逐渐由繁荣走向衰

② 舒薪域: (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 ，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摄J‘叙 ci

r 提y



败。历史进入近代，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教育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

洋务学堂对封建教育体制的冲击，教会学校客观上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

序 化发展所起的特殊促进作用，到甲午战争后发展学校教育、广开民智被

接当

2 

极为救亡之道、富强之本，以及"新政"期间以建立学校教育制度、

兴办新式学堂为中心进行的教育革新，使清末的学校教育在中学与西

学、新学与 1日学的冲突中，逐渐抛弃传统，走向近代化。民国成立后，

随着"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复古主义思潮的彻

底抨击和对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大力倡导，提着中西教育交流的不断加

强，西方有关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乃至教育制度逐渐被人们更清靳地，

认识，对传统教育的摒弃和对现代教育的鼎新也加快了步伐。虽然，在

这一过程中，瑞琉急急，步展维艰，但在一大批爱国的教育家革路蓝缕

的努力下，中蜀学校教育的近代化仍在一步步前进。

学制系统外的有关选题可谓至繁，但基于教育史界研究的现状并尽

可能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相匹配，经过第选，我们确定以教育史界研究

薄弱的古代教化以及女子教育、近代留学教育作为探讨的主要内容。

中国自古即重视"教化

的政治，作为一种统治之术，教化的实施不仅仅限于学校范围内的教育

设施，而且强调各级统治者从自身做起，发挥表率天下的典恶作用，并

充分考虑各种政事荷花的道德影响和教育意义，通过"广教化，美风

俗..进而强化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控制，建立起稳爵的统治秩序c 因此，

在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元，不充分认识到教化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

用，视之为"大务"和"先务"。元，疑，从根本上讲，古代中爵的教化

政策及其一系列相关的教化形式，是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和纲常礼教服

务的，但其中又具有丰富而相对成功的教化理论和实践。由此，科学边，

总结和正确地对待中国古代的教化传统，乃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

要课题。而就女子教育来说，虽然，在古代，女子没有接受学拉教育的

权利，子里一些女子盘古就接受着影式不同的各式各样的教育O 至清末，

由于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教会女学的日渐发展，以及西方教

育制度对人们的启示，要求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

女学像一棵破土而出的鲜嫩小草一样，在世纪之交这个"过渡时代"

顽强地生长着:此后，随着女子逐渐在小学、师范、中学、实业等学校

教育制度方面取得了法定的地位，小学、大学和中学男女再校毡，相继得

以实现。艰难曲折发展的女子教育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缩

影。撩女子教育外，在近代中国，白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通过珠遣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美幼童和留欧学生来培养新式人才，使得留学教育得以兴起后，与社会

变迁相适应，留学教育足，经沉浮，在不同的时期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

势和特择，而为数众多的留学生成为变革社会的主力军，其中不少人更

是活动于教育领域，成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有生力量。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共分九个专题，由穴，部独立的著作组

成: {中国幼儿教育史} (廖其发主编)， {中国小学教育史} (吴洪或

主编)， {中国中学教育史} (商丽浩主编)， {中理师 fZ教育史} (崔运

武著)， {中国职业教育史} (谢长法著)， {中昌大学教育史} (刘少雪

著)， {中国留学教育史} (谢长法著)， {中国古代教化史} (张惠芬主

编)和《中国女子教育史) (黛贤君著)0 本套丛书以理清各级各类学

校教育自身友展的基本线索为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反

块中国教育历史的遭变轨迹。但鉴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自身演变的情况，

各不相窍，故对它们的商述也，自然根据其内容的有无或多少而定。如像

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甚至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都是在

近代，尤其是在学制建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珩以，有关这些方面的研

究我们将侧重点置于近我部分。另外，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重要的教育

学科，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既

重视理论性，也，强调现实性，以发挥中雷教育史应有的服务于社会的功

能，增进其普及的效用。整套丛书力求史料翔实，言必有据，结构严

谨，观点子实，文字也，尽可能地做到通俗琉畅。但是，由于辑入丛书的

九部独立成书的著作，毕竟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 ~斤以我们在写作风格

上并不强求完全纹，一。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由江铭、谢长法主编c 参加撰写的绝

大部分作者在相应承担的有关内容方面，具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经过数

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告竣。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有关编辑，特别是

张沛 ift..编审，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

们道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中国

从古代到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及其颊，律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和认识，

并从中总结、借鉴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钝良传统。当熬，我们更

热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坪。

部铭铺在拉

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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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儿教育史是中国幼儿教育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是中国

教育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学科研究的角度讲，中国幼儿教育史是研

究中国动儿教育实践与理论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一门学科，是中国

教育史学科之中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幼儿"本是人生之中的一个年龄阶段， {E3这个年龄所段并无确定

不移的界限。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需要，幼儿的年龄界眼有不

爵的规定。现在一般将出生 1 个月之内的儿童称为新生儿，将出生 1 个

月至 1 岁以内的儿童称为乳儿，将 1 岁至 3 岁的儿童称为要儿，将 3 岁

至人小学之前的儿童称为幼儿。由于各个时期的学销对小学的人学年龄

的规定有所不坷，所以幼儿年龄段的上限有 5 岁、 6 岁甚至 7 岁等不同

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幼儿的年龄上限甚至更晓。<札记·曲礼上》

曰..人生十年日幼，学。"汉郑玄注曰"名臼幼时，始可学也。"唐

孔颖达疏曰"人生十年B幼学者，谓初生之时至十岁，依《内则)，

子生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吕，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

计，故以十年为节也。"①这就是说，从衍生到 10 岁出外上学这个年龄

阶段被称为"幼"。古代关于幼儿年龄界限还有一些其他说法，这里不

必详论。至于儿童开始出外上学的年龄，古籍的记载也不一样，最f既是

8 岁，最高是 15 岁，但一般的说法是 8 岁。如《白虎通·辟雍》曰:

"八岁入学，学书计。" <大戴礼记·保傅》日"古者八岁而出就外舍，

① 《札记·曲礼上) .见〔清]反元投亥号<:十三经注赢》上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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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朱嘉《大学章句序) B: ..人生八岁，则在王
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学。"一般来说，幼儿的年龄上限应以

入小学的年龄为准。因此，本书所讲的幼儿的年龄上限，在古代定为 8

岁，在近现代则以当时学制对小学人学年龄的规定为准，或 6 岁，或 7

岁 O 古代厨讲的年龄是虚岁， 8 岁实只有 6 足岁至 7 足岁之间，这与近

现代学制所规定的 6 岁、 7 岁相近。"幼儿"的年龄下限，古代-般为

葡生之时，近现代多为 3 岁 O 本书所讲的"幼儿"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其年龄下眼为初生之时。这就是说，本书厨讲的幼儿教育，是指儿童初

生之时至 6 岁、 7 岁(在古代则为 8 虚岁)所接受的教育。由于父母的

婚配状况和儿童在胎儿时期所受的影响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十分紧密的

关系，因此本书也兼及婚俗与黯教等问题的论述。

本书的吉的，是要基本讲清中国自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

年 10 月 1 a) 之前幼儿教育实践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包括历代

幼儿教育政策、机构、内容、教材、方法等方雷发展演变的历史，同时

兼及一些著名幼儿教育思想家的幼儿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恙结历史

经验与教训，以为今后中国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之借鉴 O

为了实现我们的研究吕的，我们特别注重第→于材料的搜集与鉴

别。我盯认真撞阅读了各种文献资料，如中国古代儒家的经传注疏、诸

子文集、二十五史、历朝会要、历代笔记、各种童蒙读物、近现代的教

育年鉴、报纸杂志及各种教育资料书的梧关记载与论述。与此同时，我

妇也注意学习研究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如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国幼儿

教育史著作及相关论文。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

料，了解了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经过→番去程取精、去伪

存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写出了大家见到的这本著作。

本书除前言外，共分为十章，前九章的每一章又有若干节。其中前

四章分别介绍先秦、秦至五代、宋辽金元、明与前清的幼儿教育，第五

章至第九章分黠介绍晚清、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国

民政府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和革命根据地的幼儿教育，最后一章则

是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幼儿教育基本经验与教训的简要总结。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

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扉

书，作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掏下来



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③我们所做的研究，自不能与大禹的功德

相比， 18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并研究

中国幼儿教育历史与现实问题，以便从中寻出一些对中国幼儿教育改革

与发展有所助益的经验或教训，从而促进中国幼儿教育的烦利发展。

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使本书文字通畅且节约篇幅，故将书

中引述的比较难懂的古文者在译成了白话文 ， 18只是注明了原文出处，没
有另院原文。

由于时间与功力的限制，我们自知本书仍十分粗糙，必然存在一些

缺漏和错误。对于此，竭诚希望各位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① 鲁迅 <我ff1是怎样教育儿童的吵，载 1933 年《准风月谈》。见《鲁迅全集》

第 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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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幼儿教育的初创

申量是人类的发渥土匪之一，哥能罩在数百万军之亩，在中望这块

古毫的土地上就青人类存在。如栗仅从已经发现的元谋人篝起，甲墨

人类活苟的历史也青 170 万军了。自从青了人类，也就青了毒草育，芭

括组儿载育。也就是说，申æ~儿载慧的历史至少奇 170 万军。在这

一百多万军之甲，我门经历了渥沃的原始社会。到公元商 21∞年主

击，中量开始进λ奴隶社会。虽公元哥476 牢，申E开始进λ到建社

会。从中国开始青了人类到公元哥 221 军囊统一丰æ2.哥白这段历史

时期，就是先秦时期。先秦的历史是潭伏的，壳秦幼儿载育的历史自

然也离整个中富先秦入类历吏-棒，经历了一个自起漂到缓慢发震的

长黯过程。但是由于吏和极其贫乏，我门无法弄清这-发展过程的吕

个细节，只能以专题的影式，择真大要描绘一个基本的乾廓。

第一节性近习远，对幼儿教育地位的初步认识筝，楠'

抚养后代，可以说出白人类的天性;而教育后代，则出自人类对教

育价值的认识。因此，幼儿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与人们对幼儿教育地位

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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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结人们对纺JL教育地蚀的认识

从人类打击tl出第一件石器工具开始，人类就认识到了劳动工具和劳

动技能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价值，同时也就逐步地意识到了将劳动工具

的知识和劳动技能传授给后代的意义，也就出现了对后代包括对幼儿的

教育。当然，这些认识开始是朦胧的。愈到后来，对后代进行生产知识

和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的认识就愈加明确。特别是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之

后，统治者和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们就更加晓确教育的地位与作

用，从而更加重视教育，其中也包括幼儿教育。

据《吕氏春秋》记载:夏的开国之君启与有患氏在甘泽争哉雨不

娃，手下的六卿请求再战。启则说不可再战，认为夏的土地不窄、人民

不少，但是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退而进行道德教

化、尊贤使能，只一年雨有雇民服。①

商汤的贤相伊尹认为:上天派生万民，就是要先知先觉者使后知后

觉者觉'嚣。他认为自己就是先知先觉者，应该用尧舜之道去使当时的人

有所觉悟。"非予觉之，商谁也?"②因此，伊尹以教育天下人民、使天

下人民觉悟为己任。

西属政治家属公提出"明德慎刑"③的思想，要重德教而轻fflj罚。

因此，主张经常对人民进行训导、告诫、教诲。③

上述事例说明，夏、商、西周三代的统治者重视教育，特别是思想

道德教育，这不能不对当时的幼儿教育产生一定影响。

二、春私故国咛期人们对全力JL教育地往的认识

春秋时期，随着奴隶主贵族的没落，贵族之中的部分人不再重视教

育，但仍有不少有识之士看重教育的价值。晋晋臣曾对晋文公说"人

① 《吕民春秋·先己}，见高诱注: (吕民春秩)， <:诸子集成》第六册，上海书店

影印 1986 年额，第 28 页。

② 《孟子·万章上}，见杨信暖译注<: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 年艇，第 225

页。

③ 《尚书·康浩}，觅王世舜译注: <:尚书译注} ，囚11/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9 页。

③《尚书·无逸扎克王世舜译注: (尚书译注)，因)11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6 页。



生而学，非学不人。"②即人生下来就应该学习，不学习就不能人予道。

鲁昭公十八年(前524 年〉秋天，去参加曹平公葬礼的人见到勇朝的原

信鲁，跟他说话，发现他不爱学习，回去把情况告诉肉子马。闵子马

说，周辑恋'陆要发生动乱了吧!一定先流行这种说法，然后才影响到当

权的人c 大夫们担合丢掉宫住雨不明事理，又说，可以不学习，不学习

没有坏处。认为没有坏处而不学习，就得过且过，因此下面侵凌，上面

废弛，这样能不发生动乱吗?学习，如同种植，不学习就要堕落，原民

恐怕要灭亡了吧!②把学习与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起来，说明闵子

马这样一些人十分看重教育的作用。当时抱这种混点的人不在少数，这

里不赘述。

自春秋末期私学兴盛，百家争鸣兴起，人们对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的

认识更加深刻。伟大的患想家、教育家孔子说"性梧近也，习相远

也。"③是说人们的天贱素E竟是差不多的，但由于后天所受的影响和自

己的主观努力不同，相互间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这一方面肯定了人的

天赋素贯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另一方面那充分地肯定了环境、教育和自

身主观努力对于个人发展的作用。因此， <大戴礼记·保傅》说孔子特

别重视早期教育"少成若天性，习贯之为营。"③却在很小的时候养成

的患想道德就会如雨先天本性一样，将自然地表现出来而不会轻易改

变，经常练习或经常实行就会变成恒常的品质。这就非常明确地说晓了

早期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的作用。

孟子被称为是仅次于孔子的圣人，他也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持

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因此人生来就是善

的。尽管如此，他认为人不接受教育，就不可能成为道德完善的人。这

是因为人如果不接受教育，不进行道德修养，不仅天生的仁、义、礼、

智等道德萌芽不会发展成为完善的道德，而且连这点道德萌芽也会丧失

而与禽兽相近。所以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元敦，

① 《吕语·晋i吾西) ，见上海蹲在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自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摄，第 387 页。

② 《左传·昭公十八年扎克杨f自1峻编著<春秩左传注》第4 婿，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397 -1398 页。

③ 《论语·阻货) ，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J980 年 12 月第 2 版，

第 181 页。

③《大戴礼记·保博:>> ，见王聘珍撰<大戴辛Lß解插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1 页。

第

章
先
秦
幼
儿
教
育
的
初
创

沪等建v

3 



中
国
幼
儿
教
育
史

後善

4 

则近于禽兽。"②

儒家大师萄子持性恶论，但他同样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人的

本性是恶劣的，人的善良的品景是后天人为的结果。人的本性，一生下

来就具有爱好财利的本能，顺着这种本能的发展雨不加以控制，相互争

夺的行为就会发生，而礼让的品质就不会出现:一生下来就具有嫉恨、

憎恶的本能， }I摸着这种本能的发展而不加以控制，残害别人的行为就会

发生，商忠信的品质就不会出现:一生下来就具有耳吕的私欲，具有爱

好声色的本能，顺着这种本能的发展雨不加以控制，淫乱的行为就会发

生，而合礼义、合规范的行为就不会出现。因此，随着人的本性、 }I顶着

人的情欲，必然要做出争夺的行为，同违反本分、渥乱礼义相合而回归

到凶暴。所以，必然要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人们才有辞让的行

为，才能符合规范，社会才能得到和平与治理。②这就是说，因为人生

来就具有恶的本性，所以必须接受教育，才会具备善良的品质。

著名思想家墨子以素丝为喻来说明教育对于人的发展的作患。认为

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随着染料颜色的变化，素丝的颜色也跟

着变化"故染不可不慎也"。对于人来说，也要特别注重所接受的习

染。所染当，则"家日益、身自安、名吕荣"所染不当，则"家 E

损、身自危、名目辱"。③也就是说，墨子认为环境与教育对人的影响

十分大，故应当特别谨慎。

先秦其他思想家及教育著作的类似论述还多，这里就不赘述了。由

于幼儿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教育地位与作

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势必使当时的人的逐步重视幼儿教育。

第二节同姓不婚，婚姻制度的变革与幼儿身心的发展. . 

婚配的优劣，与下一代身岳素贯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

此，要使下一代自幼就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必须优化婚配关系。对于

此，人类经过漫长的实践才逐步认识清楚。伴随这种认识的提高，人类

① 《孟子·滕文公上)，晃扬fá暖译注: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 年艇，第 125

页。

② 《萄子·性恶)，丑王先谦著: (萄子集解)， (诸子集成》第 2 册，上海书店影

印 1986 年版，第 289 页 c

③《墨子·所染扎克弥谁让著: (墨子i词语)， {诸子集成》第 4 婿，上海书店影

印 1986 年般，第 7 -11 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